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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  感动  感慨
   ——写在《中国财政》创刊60周年之际
马善记

60年，一个甲子。2016年10月，《中

国财政》杂志将迎来60周年华诞。《中

国财政》的前身是《财政》杂志，创刊于

1956年10月，1997年1月更名为《中国

财政》，2008年由月刊改为半月刊。

余生也晚，没有赶上杂志创刊的日

子，但参加工作特别是从事财政工作后，

我很快就与《中国财政》结下了不解之

缘。明乎此，在《中国财政》创刊60周年

大喜的日子里，作为《中国财政》的一名

忠实读者和热心作者，我有很多话想说，

但如果必须浓缩一下，其实可以用六个

字来概括，那就是：感谢、感动、感慨。

先说感谢。我在学生时代就喜欢上

了写作，对言论写作更是情有独钟，但我

并不是科班出身，当时在写作方面，基本

上是靠写议论文掌握的一些基本功。起

初，我只敢在地方报刊上投石问路，不

敢贸然向中央级报刊尤其是核心期刊投

稿，但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开始给大

报大刊投稿，没想到立即受到包括《中国

财政》在内的很多大报大刊的青睐，从此

信心大增，且一发而不可收拾。那些年，

隔三差五就能从《中国财政》上看到我的

文章，最频繁的时候，差不多期期都会

有我的文章，有的文章还被评为年度好

文章。《中国财政》的内部通讯上还专门

刊发了我的经验交流文章，后来，我还

多次有幸受邀参加中国财政杂志社组织

召开的全国性宣传工作会议，享受“破格

待遇”（与会代表一般来自省一级财政部

门）。这对我来说无疑是一种激励，但我

更愿意理解为一种荣耀。

如果说我刚开始写文章时只是一种

兴趣、爱好，那么，自从我的文章频繁

见之于像《中国财政》这样的大报大刊

之后，这种兴趣、爱好就慢慢变成了一

种追求，甚至是一种事业，以至于与文

字结下了不解之缘，我的大量业余时间

不是看文章，就是写文章，一坚持就是

二十多年。在我最拼的那十多年里，哪

怕工作再忙或是生病，我也从不懈怠。

最疯狂的时候，我几乎每天都有文章见

诸报端。最得意的是，我曾经在同一天

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两篇重头文章。

迄今为止，我已在《人民日报》、《光明

日报》、《经济日报》和《瞭望新闻周刊》

等数百家报刊上发表文章5000余篇，获

奖无数，著书9部，其中《财经论丛》一

书还位居“华夏图书畅销排行榜”前列。

这些成绩的取得，固然与我的努力分不

开，但《中国财政》等报刊无疑也是“功

不可没”。所以，在这里，我必须要对《中

国财政》道一声感谢！

再说感动。《中国财政》杂志不仅刊

发了我的很多文章，让我很有获得感、成

就感，而且通过交往，还拉近了我与编

辑、记者甚至杂志社领导的距离。由于

频繁给《中国财政》投稿，我与《中国财

政》杂志的不少编辑、记者甚至几任领导

都成了亦师亦友的关系，结下了深厚的

情谊。事实上，尽管我与很多中央级媒

体的编辑、记者有过交往，其中不少也

成了朋友，但成为一辈子的朋友，在中

国财政杂志社才是最多的，没有之一。

最后说感慨。由于博客、微博、微

信等新媒体的出现，加之自己的懒惰，

近十年来，我很少给传统媒体投稿了，

包括《中国财政》。我应该为此检讨，毕

竟是《中国财政》培养了我，我不能“忘

恩负义”。好在我没有完全放弃传统媒

体，尤其没有放弃《中国财政》，我现在

每年都会结合实际工作给《中国财政》

撰稿，尽管没有过去那么频繁。同时，我

更没有荒废写作，不时通过自己的博客、

微博等新媒体发布文章，使我的博客创

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2006年9月，我

的博客访问量高居搜狐第一，成为“搜

狐第一博”；当年11月，我又应邀到新

浪开博，博客访问量同样节节攀升，到

2009年7月，我的新浪博客访问量突破

一亿，成为继徐静蕾之后第二个访问量

过亿的新浪博客；我的凤凰博客、腾讯

博客也都是几千万的访问量。我的博客

之所以这么火，原因固然很多，但我想，

在很大程度上恐怕更得益于在传统媒体

时代《中国财政》等报刊对我的滋养。

如果一定要我给《中国财政》提一

点建议的话，我想说的是，新媒体对传统

媒体的冲击是不可避免的，《中国财政》

当然也不能幸免。怎么办呢？《中国财

政》必须主动适应新形势，在最大程度上

实现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谋求新

的转型发展之路。舍此，别无  它途。   

（作者为湖北省襄阳市财政科研所所长）

责任编辑  张蕊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感谢  感动  感慨——写在《中国财政》创刊60周年之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