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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如一日坚守采编一线，以默默耕耘的“老黄牛”精神，将毕生精力与全部智慧奉献给

新闻事业。2025年4月30日，安庆市新闻传媒中心掌上安庆编辑部主任闫树泉因积劳成疾、

罹患癌症离世，生命定格在44岁。这位对新闻事业倾注全部热爱的新闻人，终停下了孜孜不

倦的笔。闫树泉走了，却在不同人的目光里，活成了新闻人最动人的模样。

记者 吴承江 高斌 文/图

追记闫树泉：
一个认真、执着、纯粹的新闻人

妻子说
理解了他用生命浇灌的新闻情怀

在妻子陈颖的记忆里，闫树泉仿佛是一台不知

疲倦的“工作机器”。

周末，别家夫妻常带孩子出游，他总往单位跑，理

由是“办公室才静得下心”；孩子上六年级时，他辅导

作业累得打起呼噜，枕边手机仍在不停震动；河北老

家的父母一年难见几面，春节在家待不过两三天便匆

匆返程。陈颖曾忍不住埋怨：“单位离了你就不转

了？家就不需要你吗？”他却轻声回应：“岗位特殊，稿

件半点错不得，这是职责所在。”那时的陈颖未曾想

到，这“职责”二字，重到让他甘愿燃烧自己。

2019年掌上安庆筹建，报台融合前夕，工作专班

成立，闫树泉任编辑组组长。“真正认识到他对工作的

痴迷，就是从这个阶段开始。”陈颖说，彼时的闫树泉则

像个执拗的老农，捧着满腔热忱悉心侍弄。他每天清

晨八点到岗，常忙至凌晨两三点，审完最后一篇稿子，

办公室的折叠床便成了他的另一个家。“回去也就睡三

四个小时，不如在单位踏实。”闫树泉总这样笑着说。

2024年清明，闫树泉因腹痛难忍去检查，一张癌

症诊断书让一家人措手不及。医生说，长期熬夜、作

息紊乱是重要诱因。即便化疗期间，他手机里的工作

群从未停更，常常说：“等我好点，还能回去审稿子。”

闫树泉去世后，同事们来家里探望，说起他带新

人时连请假条都手把手教，从未与谁红过脸，抽屉里

总备着胃药却总忘了吃。陈颖这才拼凑出他的全

貌：对工作，他是严苛到偏执的“老黄牛”；对旁人，他

是温和热忱的“闫大哥”；唯独对家人，他欠了几分陪

伴。“以前确实有不理解，现在却懂了，他不是不爱

家，只是为了一份情怀，甘愿燃烧自己。”

同事说
怀念那个亮着灯的办公室身影
在安庆市新闻传媒中心，闫树泉的名字总与“办

公室的灯”连在一起。同事们说，无论凌晨几点到单

位，掌上安庆编辑部的灯十有八九亮着，灯下坐着

的，准是那个瘦瘦的、戴眼镜的身影。他走后，那盏

灯暗了，但关于他的故事，仍在同事们的讲述中传递

着温度。

安庆市新闻传媒中心采访部主任卢向波与闫树

泉是安徽大学的同学，2004 年一同进入安庆日报

社，共事二十年。卢向波对他的第一评价始终是“好

人”，这两个字里藏着太多细节。

新同事入职，稿子写得啰嗦，深夜11点多发来，

闫树泉从不恼火，逐字逐句修改，还在电话里耐心打

磨：“这里可以更精炼，你看这样改是不是更清楚？”往

往直到对方弄懂，已是深夜。2022年，有记者去北京

采访党的二十大，作为传统媒体记者转型做视频，一

条片子改了十几遍，闫树泉陪着她熬，从镜头角度到

字幕标点，微信聊天记录刷满了屏。“他哪像个主任？

就是个手把手带徒弟的老大哥。”卢向波说。

这么多年，闫树泉没买过汽车，20年里骑坏了三

辆摩托车。同事们开玩笑：“闫哥，你这摩托车够久

了。”他总是笑：“能骑就行，省钱。”但对工作，他却很

大方——自己掏钱买专业书，周末跑到外地学新媒体

技术，为了掌上安庆的升级，熬夜查资料、试程序，成

了“记者里最懂技术，技术员里最懂写稿”的人。

掌上安庆编辑部原副主任张馨与闫树泉做了十

几年同事，最难忘他生病后的样子。闫树泉查出病

来，还没确诊就开始手把手教她工作。会议怎么汇

报，项目怎么推进，他在电话里一点点掰扯，生怕漏

了细节。确诊后化疗期间，张馨常在凌晨两三点收

到他的微信，不是提醒“今天有个通知要发”，就是嘱

咐“那个稿子要再审一遍”。“我早上看到信息，心里

又酸又疼——他疼得睡不着，想的还是工作。”

张馨和同事们去医院看望闫树泉，问病情、问家

里，闫树泉说得淡淡的；可一提起“掌上安庆要改版

了”“新来了个小记者很有潜力”等单位的事，他眼睛

突然就亮了，能聊一个多小时，声音都透着劲。

担任部门主任期间，闫树泉带领同事大胆创新、

迎难而上，报社新媒体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新媒

体用户总量从原来的不到2万到130万，安庆新闻网

成功晋升国家一类新闻网站。闫树泉走后，同事们整

理他的办公室，发现电脑里还存着没改完的稿子，桌

角放着没开封的胃药。那盏常亮的灯虽然暗了，但他

留下的认真、执着和温暖，像种子落在了每个人心里。

朋友说
他用生命诠释了热爱与担当

安庆市人社局劳动保障监察工作负责人陈璧第一

次见闫树泉，是2005年的一个冬天。那天他去处理一

起农民工工资纠纷，远远看见个戴眼镜的年轻人蹲在

工棚边，拿着本子跟农民工聊得火热。“他来得比我们

还早。”陈璧说，后来才知道，这是报社记者闫树泉。

冬天的工地寒风刺骨，有位农民工冻得直搓手，

闫树泉二话不说摘下自己的手套塞过去。“我就是农

民的儿子。”他笑着解释，眼里没有丝毫作秀的成

分。陈璧那时就觉得，这个记者不一样——他不是

站在旁边记录，而是把自己活成了劳动者的一份子。

“他是舍身入局，不是袖手旁观。”陈璧说，有一

年春节，别人阖家团圆，闫树泉却陪着他在工地守了

三天，直到农民工拿到工资才踏实回家。

安庆市大观区玉琳路街道办事处人大工委主任

刘亮认识闫树泉，也是因为一次采访——两人竟是

同校同届的校友。一来二去熟了，刘亮才发现，这个

看起来憨厚的校友，对文字有着近乎偏执的敬畏。

“他出的稿子，连标点符号都挑不出错。”刘亮

说，那时他在安庆市工商局大观分局负责宣传，见过

不少记者，但闫树泉是唯一会把写完的稿子主动发

来，请他“帮忙看看”的。明明稿子已无可挑剔，他还

是客气地说“多提建议”。有次刘亮忍不住问：“这么

较真干嘛？”闫树泉笑了：“笔下是政策，是老百姓的

事，错一个字都可能出乱子。”

在安庆市中医院康复中心副主任路俊眼里，闫

树泉是个“把命都要扑在工作上”的人。几年前第一

次因体检见面，路俊就劝他：“兄弟，这么熬下去会出

问题的。”那时闫树泉刚接手掌上安庆，天天熬夜，眼

里全是红血丝。

“去年他拿着癌症诊断书，还跟我规划‘两三个

月后上班’。”路俊红了眼，化疗期间，管子还没拔，就

着急问“能不能早点治好回去干活”。路俊骂他傻，

他却笑：“手上还有好多稿子没审呢。”

路俊说闫树泉心里装着个“修齐治平”的梦。他

想做个好丈夫、好父亲，却总在深夜的办公室里对家

人亏欠；他想把工作做到极致，却常因精力有限而焦

虑。可他从未抱怨过，只是闷头往前冲，像头老黄

牛，把苦自己咽了，把甜留给别人。

闫树泉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英雄，只是个真正

把心掏给工作、掏给群众的普通人。可正是这份普

通里的执着与热忱，让每个认识他的人都记得：曾经

有个叫闫树泉的记者，用生命诠释了什么是热爱，什

么是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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