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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64届机械设备制造及工艺专业

六年制本科毕业生，至今已经毕业60年

了。退休以后常常回首大学的日日夜夜，

翻看整理大学六年写下的40多万字的日

记。很多老师、同学的音容笑貌都仿佛还

在眼前——谆谆教诲、激烈辩论、关怀互

助、远道实习等。

2000年3月，我60周岁时从《解放日

报》退休。2014年，我毕业50周年，实

现了在大学时许下的“为祖国健康工作50

年”的诺言。我想把自己的一生回顾总结

一下，于是从整理历年文稿开始，经过

8年努力，2023年春节前终于完成了35万字

的回忆录《我怎样当记者》。

我觉得在上海市委的党报党刊《解放

日报》《支部生活》工作的19年，是我大

学毕业60年来最出彩的19年。人们一定很

奇怪，一个学工科的大学生，怎么改行当

了记者? 

赏，请我写了很多幅字，上送到高层领

导，下送其儿孙，还送其中国和外国朋

友。在香港和上海的李锦记大厦，还有一

米八高、八米长的“思利及人”四个大

字，在墙上最显著的位置。正是，但得

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

现在，国家正在强大，成为世界第二

大强国，想到当年受日本的侵略和凌辱，

今天国富民强，我特别高兴。相信我们的

国家，在党的领导下，会愈来愈伟大，繁

荣富强。 

干一行  爱一行  专一行
○陈世梁（1964 届机械）

1964年9月25日，我到上海机床厂报

到，被分配在厂工艺科，这是和我专业对

口的科室。当时国家规定，大学生毕业后

必须先劳动一年。我们被安排在油漆车间

劳动。10月16日，厂部为新进厂的 80 多

位大中专毕业生举办欢迎会，厂部安排我

代表新进厂的毕业生发言。会后调我到二

车间劳动，还没有摸到车床，厂部就调我

到厂“五反办公室”搞“社会主义教育运

动”，又经历了一些运动之后，在近两年

的时间里，我遵照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要

与工农相结合的教导，在两个厂陆续走访

了近百个工人家庭，了解了上海人的生活

状况，交了一些青年工人朋友，不但听懂了

上海话，还能“洋泾浜”地说几句。

1968年7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

条发表很长的编者按，说毛主席指示教育

革命要“走上海机床厂道路”。为落实毛

主席指示，厂里创办了上海机床厂七二一

我至今仍喜欢写诗，作了一首《毕业

七十周年感怀》，追忆往昔、叙说现在，

相信明天会更好！

七十年来家国情，
江河笔迹已留成。 
新疆冰雪雄心烈，
甘肃风云壮志宏。 
踏缺贺兰黄水到，
攀登从化电能生。 
退休回港诗书画，
返老还童是我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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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大学。此前，我到军宣队办公室帮

忙，这次我又被军宣队调到厂政宣组，从

事“七二一”指示的学习宣传工作。

1978年10月，我被调到机电一局教育

处，参加机电一局系统七二一工人大学的

整顿工作，组建上海机电一局职工大学总

校，任命我担任总校教务长。在机电一局

职工大学总校，从招生、考试、毕业、教

学管理到课程设置，我们按大学的要求制

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后来又做了一些其

他工作，十多年里，尽管我一直听从党的

安排在努力工作，但我根本没有接触过技

术工作，已经不可能回到技术岗位了。彼

时我已经快40岁了。

1979年10月，上海市广播局在全市公

开招聘编辑记者，条件之一是40周岁以

下，我还没过线。我觉得这个职业专业性

很强，而且我在学校时也当过校广播台记

者，听过中央电台记者的培训课，对此很

有兴趣，于是我报名参加了。经过初试、

面试、商调、领导谈话等过程，1981年 

4月，我当了记者。

《解放日报》是中共上海市委的机关

报，传承于延安时期的《解放日报》，创

刊于上海解放的1949年5月，是一份面向

全社会的大报。《支部生活》是中共上

海市委的初级党刊，创刊于1954年7月，

由时任市长陈毅同志题写刊名，编辑部设

在市委办公厅。“文革”中停刊，1980年

10月重新出版。刊物性质仍然是中共上海

市委的初级党刊，但编辑部作为《解放日

报》的一个部门，设在《解放日报》社

内。我是“定向”招聘到《支部生活》编

辑部的，因此，我拿《解放日报》的记者

证，干《支部生活》的活。

编辑部领导告诉我，作为党刊，必须

重点抓好党的政策教育、形势教育、理论

学习等思想政治方面的宣传，指示我主要

从事理论学习方面的栏目设计、组稿、撰

稿、发稿任务。

《支部生活》既然是党刊，就必须发

出党的权威声音，忠实传达党中央、市委

精神，为基层党建注入正能量。但这方面

的稿子，一般的基层作者是写不出来的，

必须得到权威部门的支持，得到市委领

导的支持。也是“无巧不成书”，我调到

《解放日报》后，就写信告诉了在北京的

母亲和哥哥，被和哥哥一起工作的同事知

道了。这位同事高兴地说：“国栋同志家

和我们家住在一个大院，平时很熟，他调

到上海任第一书记我还没有祝贺他，正好

让你弟弟去找他。”她让我哥哥转交给我

陈国栋同志和他的秘书在上海的电话，让

我和他们联系，转达对他们的问候。

有了这个“令箭”，我顺利地与市委

主要领导陈国栋、胡立教以及他们的秘书

联系上了，当面请他们支持搞好《支部生

活》的有关宣传。他们听说我是党刊记

者，高兴地说：“你们是市委的党刊，贯

彻中央、市委的有关精神是媒体的责任，

1986年 3月，陈世梁作为上海《支部生活》

记者，采访中共上海市第五次代表大会时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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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一定支持。”

有了市委领导部门的支持，《支部生

活》在迎接党的十二大的一段时间里，陆

续发表了署名“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

陈国栋”“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胡立

教”“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汪道涵”

的具有指导性的文章，引起各界广泛关

注，大大提高了《支部生活》在上海媒体

中的地位。

编辑部领导责成我抓好党的十二大的

宣传。在中央十二大文件起草小组和上海

市委的支持下，我们从出版文件专辑开

始，在近两年的时间里，分期刊出“党的

十二大报告内容提要”“学习问答”“问

题解答”“小词典”“小测验”等不同栏

目，化繁为简，取其精要，突出宣传党的

十二大《党章》，在刊物上连续发表文

章，字数不多但分量很重，具有权威性和

可读性，作为基层党组织生活的学习内

容，受到读者欢迎，市委也非常满意。

此后，我在报社和编辑部领导的支持

下，主持编辑的《支部生活》栏目和文

章，有许多次创造了上海期刊的“第一”

或“唯一”。其中包括：

——1983年，中央决定对全国青年工

人进行政治轮训，市委宣传部要求《支部

生活》配合。《支部生活》版面有限，不

可能全部登出讲课内容，我建议除了在

《支部生活》上开辟专门栏目外，每月一

次的讲课内容单独出版一本《支部生活

（学习版）》公开发行。领导同意了，

《学习版》发行量达21万份。《支部生

活》“名利双收”。

——1985年12月至1987年6月，为响

应中央关于收集整理革命老前辈光辉事迹

和丰富经验的指示。在中顾委办公厅、总

政宣传部、全国妇联、团中央的大力支持

下，上海有声读物公司和《支部生活》合

作，我们在北京采访了21位革命老前辈，

以《革命前辈的心声》为总名称，出版

了《将军的话》《致青年朋友》《母亲的

心愿》共3集录音磁带，于1987年6月12日

正式出版发行。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

群出席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的发行座

谈会。首都各大新闻媒体都刊登了《革命

前辈的心声》的出版消息。《人民日报》

称：“这在我国出版史上是第一次”。  

——20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视

察上海时，要求上海要一年一个样，三年

大变样。市委副书记、宣传部部长陈至立

同志指示宣传部要和《支部生活》配合，

每年在《支部生活》出版一本反映上海建

设成就的特刊。编辑部领导责成我负责主

编。1992年是《上海·浦东·未来》，1993 

年是《跨世纪的历史丰碑》，1994年是

《龙头昂首铸辉煌》，陈至立同志为每一

期特刊都写了《序言》。我为能连续三年

主编这一套专辑，展现上海发展的光辉业

绩，感到无限荣光，终生难忘。

——根据报社党委的授意，1995年经

过我的运作，创办了《党课教材》月刊；

1998年8月，《党课教材》与中央党校求

索音像出版社合作，创刊了音像杂志《干

部视界》双月刊。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

专程来上海召开座谈会，听取意见，并对

上海市委、市政府支持办好音像杂志《干

部视界》表示感谢，认为这是“运用现代

化手段进行党员干部教育的有益尝试”，

给予高度肯定。

——在刊物经常性报道上，为体现

党刊和期刊的特点，我也出了不少好点

子，受到读者好评。比如在宣传四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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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原则、拨乱反正的各项任务时，针对文

化程度比较低的读者，我设计了甲、乙对

话等形式，化繁为简，化深为浅，便于理

解和接受。我也写一些短小精悍的理论文

章，回答热点问题。比如在上世纪90年代

初，上海经济转型时期，大量原有企业关

停并转，职工下岗待业。为了做好这方面

的宣传，我设计了“政策解读”“问题解

答”“咨询台”等栏目，刊登市政府各项

政策的实施细则，方便读者对照执行。

同时发表通讯、述评等宣传“送温暖工

程”“再就业工程”，使党的政策家喻

户晓。

在朋友的邀请下，我也曾四次出国

（境）采访。每次出访都有收获，其中最

重要的一次是到阿联酋的访问，此行完全

改变了我对中东的印象。回到上海以后，

我立即动手写了《我驻阿联酋外贸人士建

议：抓住时机开拓阿联酋市场》，被《人民

日报》大内参转载，受到中央高度重视。

随后几年，中央和上海与阿联酋的经贸联

系越来越热络。

从《解放日报》退休以后，我继续为

社会做贡献。一是2001年协助中共上海市

委组织部组建党员服务中心，并在其中工

作6年。二是2005年9月到2010年3月，协

助上海市社会工作党委、上海市社会服

务局做一些文稿编写和宣传方面的工作。

三是尽己所能为社区做好事。从2007年6

月起，我应聘担任了5年的静安区政风行

风监督员。四是2016年12月至2019年12

月，我担任《解放日报》退休党总支第

四党支部书记，为本报退休党员服务。

我在社区的活动是不拿报酬的，是一名志

愿者。我的原则是要么不答应，答应了就

要认认真真当份责任。这十多年的居民生

活，我得到的奖状比我在退休前得到的多

得多。

在发挥余热之余，我花很多时间回

顾我在报社的工作情况。发现自1981年6

月开始至2000年1月退休，我在《支部生

活》上发表了近千篇自己写的稿子，约94

万字。主编来稿200余万字，约占《支部

生活》1981—2000年总用稿量的四分之一

以上。主编专刊、专辑8种，18万字。此

外，我还为《解放日报》承办的上海新闻

业务培训班学员讲课。

回顾自己的经历，我觉得自己没有

违背大学毕业时许下的诺言，也做到了

保尔·柯察金所说：“当你回首往事的时

候，不因碌碌无为而悔恨。”我在《退休

感怀》中写道：当然，我的工作都是在领

导的指示、支持和同志们的配合下完成

的，功劳不能记在我一个人的账下。我是

“螺丝钉”，所以在“邀赏”时没有我。

我从不主动申请任何荣誉称号，也放弃评

定全国或上海好稿的机会。功过自在人

心。无论在什么工作岗位上，都要干一

行、爱一行、专一行。

1994 年 7 月 6 日，上海市委原第一书记

陈国栋（右 2）、第二书记胡立教（右 1）应

邀参加《支部生活》创刊 40 周年座谈会，左 1

为作者陈世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