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文字升华生命

商城县新闻中心 曾令菊

六年前，我终于梦圆成真，成为一名
真正的新闻工作者。

内心里对新闻宣传工作的喜爱和追
逐，开始于我青春年少时的求学年代。那
时，我先后任班级宣传委员、学校学生会
宣传部干事，后来任宣传部长。那一段青
春的岁月里， 新闻宣传工作为我编织起
多姿多彩的生活。

工作后十多年的三尺讲坛生涯里，教
书育人、相夫教子之余，我最大的乐趣依然
是静坐一隅，捧读书香、练笔不止。后来，当
我的一些小豆腐块儿陆续在《作家报》《教
育时报》《信阳日报》等报刊上发表后，我被
《关心下一代报》编辑选中，成为《关心下一
代报》的一名特约通讯员。那时，每每捧读泛
着墨香的样报，都会使劲儿瞅着铅字印刷出
来的自己的名字。欣喜之余，渴望成为一名
真正的新闻工作者的梦也油然而生，而且越
来越强烈。

值得庆幸的是， 整整
20

年的由衷迷
恋和不懈追逐后， 我真的成为一名真正
的新闻工作者。

当多年梦想终于磨砺成真， 我打心
底里万分珍惜这份弥足珍贵的工作。我

常常在心中默念着“铁肩担道义、妙手著
文章”的神圣职责，时刻感受到自己肩上
的担子重若千钧。我知道，一个真正成熟
的新闻工作者， 一定要时刻站在社会最
前沿、要经常与普通百姓打成一片。只有
毫不懈怠地研读报刊、向同行请教、向民
众学习，潜修理论与写作技巧，融进社会
和百姓生活，才能写出鲜活、有价值、有
生命力的文字。

几年来，我一次次奔走在企业、学校、

山村、田野，力争用自己最真实的见闻来生
动地展现周围的可喜变化、 挖掘普通百姓
身边感人大爱，从而弘扬主旋律、传递正能
量，尽己之力为和谐社会添砖加瓦。

关注社会民生、倾听百姓心声，一直
是我这几年始终坚守的新闻立足点。随
着《俺也住上社区别墅了》《为了一名骨
癌患者的最后心愿》《袁鹤凌： 扎根山村
教育的城市姑娘》等一篇篇稿件在《河南
日报》《大河报》《香港商报》《信阳日报》

等报刊上发表， 感受着自己的文字带来
的积极力量， 我从心底里更加珍视手中
的这支笔， 更加敬畏身为新闻工作者所
肩负的神圣职责。

我 是 通 讯 员

息县县委宣传部 马 童

很偶然的机缘，走上了写新闻的
路，路走得很长，前面还很远。走出办
公室，踏上社会，去发现、记录，用我
的眼光去拣选。回到电脑前，梳理内
心的每一处感动，去思考、剪裁，用我
的方式去讲述。

不再说稿子最初变成铅字时的
那些青涩感受，只回顾这些年里心灵
感动的点滴。

2009

年，《大河报》记者于茂世写
“给息县一顶‘天下第一县’的帽子”

报道，息县开始有人提出挖掘和论证
息县建县历史沿袭最长的想法。一番
关注，我做了“息县论证宣传‘天下第
一县’”的报道，各种舆论开始探讨。

现在看， 当时一篇再普通不过的报
道，直至引发后来究竟是“天下第一

县”还是“中华第一县”的争论，正是
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自豪。

2011

年
9

月， 我受约为《河南日
报》 农村版组织息县医改专版文稿，

走访医院和乡村半个多月， 完成了
“息县农民看病不贵、更不难”的系列
报道。采写中，我清楚了医改后的诸
多便民举措，在接触农民时不免向他
们介绍各种便捷的医疗服务和他们
可以享有的各类补贴。

我渐渐被一些人熟知，他们乐于
把他们的关注说给我，我也乐于把一
些有价值的事物写给公众看。

2013

年水稻收成后， 息县孙庙乡
的一位农民找到我说：“你一定要写一
写我们村的电灌站，我们村里的人都想
给它磕头啊！” 走访后我了解到在大旱

的年景，因为有帮扶单位帮他们修复了
旧的电灌站，他们村两千亩水稻获得丰
产。 两天后，“范楼村的保命电灌站”发
稿，县水利局的同志高兴地打电话向我
道谢， 一篇小小的报道有了世情收获。

在接下来的采访中，我关注了秋作物秸
秆焚烧和利用的问题，在省报和市报连
续发了“水稻秸秆打捆回收受青睐”“花
生秸秆成宝贝”“郑仁众和他的生态循
环圈”等稿件，希望为农民的秸秆利用
找到更多出路。

略一回顾，新闻人生是如此的丰
富。我是一个通讯员，能作为一个新
闻从业者，我很荣幸。在这里，我走进
了各行各业和社会各阶层，我以对报
社、对读者，乃至对时空负责的心思，

经营我的新闻人生。

记者也是建设者 做有温度的新闻

淮滨县委宣传部 吴晓睿

好新闻应该是有温度的， 这种温
度不是来自华丽的辞藻、煽情的陈述，

而是源于深入基层的采访体验、 体现
民生情怀的宣传报道和对正能量的传
递弘扬。

深入基层，脚踏沃土，贴近火热的
生活，这就是温度。新闻前辈常说，当年
他们骑着自行车下乡采访，一下去就是
一天，很多乡里人都认识他们。干新闻
就要有：“铁脚板”精神，说的是采访时，

要凭着一双脚，走田间，串农户，不走到
群众中不罢休，这是“铁脚板”精神。如
今，交通便捷，条件好了，不再骑自行
车，靠脚底板了。但是深入现场、贴近群
众、体验生活、追求鲜活与真实的新闻
采写作风却不能改变。现在我们县《今
日淮滨报》每周坚持派二三名记者下乡
采访，就是这种精神的延续。

关注人性，尊重生命，心存善念，

这也是温度。面对一个进入视野的素
材，新闻人应该用人性的温度计去测
量和观察新闻事件， 用文字讴歌生
命，传递美好与感动。去年，我们《今
日淮滨》记者到防胡镇采访大学生村
官郑健的养猪场。他养生态黑猪很多
年，不怎么赚钱，但一直在坚持。我们
去采访他，没有幸灾乐祸，没有泼冷
水，而是帮助他宣传，鼓励他积继续
坚持下去。后来，《河南日报》记者胡
巨成也来采访他，鼓励他，帮助他宣
传，帮助他反映困难。他后来说，虽然
现状没有怎么改变，但是大家帮助宣
传、鼓励，让他很温暖。我们作为新闻
记者，听到老百姓的心声，我们也很
高兴，把感动记录下来，把美好传递
出去，何尝不是一种幸福？

坚持真相，剖解事件，回应社会关
切，疏导公众情绪，这也是一种温度。

新闻也许会过时， 但新闻里真实的情
感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却是永远吸引读
者的。真实是新闻的生命，真实是我们
的情感，也是我们恪守的新闻伦理。我
们县的《今日淮滨报》，不仅唱响主旋
律，传递正能量，还就群众关心的热点
问题，探疑解惑，寻找真相，分明是非，

疏导民情。

虽然我们作为基层新闻工作者，

现在做得还不够好， 但是我们会一直
坚持这种态度， 以我们并不太强大的
声音，去呼唤文明，去温暖他人，改变
社会，记录进步，追问真相，思考困惑，

剖析假恶丑，鲜明我们的立场和态度：

为党说话，为民执言，做一个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传播者和建设者。

于平常处见新闻

光山县白雀园镇土庙小学 邹晓峰

回顾我从事业余新闻写作
34

年的
经历，给我本人最大的感悟就是：于平
常处见新闻。

我采写的第一篇稿子是在
1980

年
10

月，我记得十分清楚。我们连队是高炮
兵种，每年的秋季都得外出打靶演习。我
是指挥连的通信兵，在训练中必须带军
事地图，我发现个别战友对旧破地图随
地乱扔。当时我想：军事地图是需要绝对
保密的，不能随地扔掉。于是，我就写了
一篇题为《军事地图应妥善保管》的稿
子，不到

5

天时间就被成都军区《战旗报》

刊用了。稿子经过编辑斧正后的铅字只
有
180

个。 当连队通信员说我的文章见
报了，我急忙从他的手中接过报纸，看后
的心情就像儿时过年穿上娘给我做的
千层底新布鞋一样，快乐真是无法形容。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习作见报啊！

退伍返乡后，我的工作多次变更：

做过中学教师、镇电视台采编、小学校
长等，但不管岗位如何变迁，我总是将
笔尖对准我生活中的种种平常事、普
通人。

34

年来， 我采写的稿件达
3760

余
篇，被《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农民日

报》《河南日报》《党的生活》《信阳日
报》《信阳宣传》 和县以上报刊采用
1730

篇， 连年被县委评为新闻报道先
进个人。

2011

年年底我虽然身患重症（食
道癌），经历人生重大打击，但我不仅
没有停下手中的笔， 而且用非常乐观
的心态去宣传时政， 向社会传播正能
量。

2012

年被县以上报刊采用
90

余篇，

2013

年，被各家报刊采用新闻稿件
160

多篇，创历史新高。今年前
9

个月发稿
已突破百篇大关。

用新闻的眼光看生活， 用生活的
阅历写新闻。 中国革命先驱李大钊有
句名言：“铁肩担道义， 妙手著文章”。

这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 不仅仅意味
着担当，更诠释着责任。我虽经

30

多年
的拼搏仍没有圆成记者梦， 但每当回
忆我

34

年来的业余新闻采写的经历
时，的确使我感慨万千，无怨无悔。对
我个人而言， 我真的把新闻写作看得
比生命还重要，活一天，就要写一天，

这是我的性格，更是我执着地追求。因
为，我热爱记录我们五彩缤纷的生活，

更热爱我们逐渐强盛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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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生为记者，我骄傲

信阳日报社 胡瑜珊

采访的时候， 经常有人对我
说：“女记者了不起呀，巾帼不让须
眉！”初次听到这样的话，我总是很
骄傲， 头都会不自觉地往上昂。做
记者日子久了， 悟出了个中滋味，

才明白做记者行列里的巾帼不容
易，更何况还要“不让须眉”。才明
白自己所从事的这份职业，需要持
之以恒的毅力、需要刨根问底的坚
持、需要连续作战的精力、需要快
速反应的头脑，更需要一颗对社会
不偏不倚的心。

做女记者不容易，做一名为人
母的女记者更不容易。

2013

年
6

月，

我重返要闻报道部记者岗位时，女
儿正是蹒跚学步、牙牙学语。每次
出去采访，婆婆都会抱着女儿站在
窗户前目送我。生下来就很少离开
我怀抱的宝贝，如雏鸟般对我依依
不舍，一双明亮的大眼睛透过窗玻
璃渴求地看着我，嘴里喃喃地喊着

妈妈， 小手使劲地伸向窗外的我。

纵然不舍，但新闻采访耽误不得一
分一秒，我总是咬咬牙，扭头就走。

因为我相信，总有一天，长大后的
女儿会骄傲地说：“我的妈妈是一
名记者。”

做女记者不容易，做一名为人女
的女记者更不容易。 去年

10

月
1

日前
夕，母亲在省肿瘤医院被查出患上胰
腺癌，那年的整个“十一”长假，我都奔
波在郑州和信阳两个城市之间。等母
亲做完一系列检查，住进医院，开始
治疗，我的假期也随之结束。母亲不
愿耽误我的工作，我也挂念着接踵而
来的采访任务，不得不忍痛离开其实
时间已经不多的母亲。离别时，母亲
从病床上坐起身， 朝着我使劲挥手，

在她不舍的目光中，我一步三回头离
开了医院， 坐上出租车的那一刻，我
泪如雨下。

在母亲患病的半年时间内，她

好像对自己的不久于人世有些预
感，总是在深夜打电话给我，很多
时候，听说我还在熬夜赶稿或是刚
刚采访完毕， 正披星戴月往回赶，

她总是心疼地说：“我的孩子真辛
苦！”母亲离开的前一天下午，我采
访归来，去病房陪伴她，她挥手赶
我离开， 嘴里还喃喃着：“你快走，

工作这么忙……” 一向好强的她，

却因为我的不肯离开而像孩子似
的拿手敲打我的头。那天是母亲在
世时我见她的最后一面，当天我在
家中写稿至凌晨，早上接到电话赶
去医院， 母亲已经永远地离我而
去。看到静静躺在床上，再也不会
用疼爱和骄傲的眼光抚慰我的母
亲，我痛哭失声。今生，我无愧于记
者这份职业，但我心中对母亲却永
存一份歉疚，可是我相信，即使在
天堂， 我的母亲依然会为我骄傲：

“我的女儿是一名记者。”

在路上，以责任的名义

信阳晚报社 吴 楠

我喜欢真诚地面对这个世界，喜
欢生命中充满激情与梦想，喜欢脚踏
实地享受每一天的生活，我更希望能
用我的声音和文字把活生生的世界
不加润色地展现给世人，共同领悟生
命的真谛。于是，在

2012

年
7

月，刚走
出象牙塔的我毅然决然选择当一名
记者。

我深知，选择了记者，就意味着选
择了神圣与光荣的职责， 就意味着没
有终点地奔跑下去。“新闻在纸上，我
们在路上。”这句话对于我，已不仅仅
是一句简单的话语， 它已成为一种生
活，一种充满着惊奇与挑战的生活，一
种要时刻牢记责任的生活。

在我看来， 社会责任不是一个抽
象的名称，对新闻工作者来说，社会责
任就是要善于发现生活中的真善美，

传递正能量；社会责任也是深入基层，

多为老百姓排忧解难； 社会责任更是
凝聚社会共识，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
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鼓与呼。

一个好记者一定要有社会责任
感。

2012

年
11

月初，我与同事接到河
港镇一位大山深处茶农的求助———从
山下通往山上的路破败不堪， 导致山

上好茶卖不出去，茶农收入直线下降，

急坏了山上众多茶农的心。 这个求助
电话也急坏了我。入职四个月，大多是
在市区近郊采访， 这个茶山到底在哪
里？我要怎么去？一系列问题似乎都在
阻挡着前进的脚步，然而，一想到茶山
上众多茶农愁苦的脸， 一切困难似乎
变得微不足道。查询路线，边走边问，

经过近两个小时的公交， 半个小时的
徒步行走， 我们终于在山下见到了等
待已久的茶农们。几百米高的茶山，一
面是山体，一面是陡崖，

7

公里的山路，

坑坑洼洼，崎岖不平。我们挨家挨户询
问茶农，一步一步丈量这

7

公里路行走
的艰辛， 带着茶农们的心声来到了村
委会、来到了乡政府。几经努力，

2013

年
3

月，这条路终于修好了。“我代表山
上的父老乡亲谢谢你们！”村民组长一
通感激的电话打来后， 我与同事欣慰
地笑了。

两年多的记者生涯对我来说，只
是从事记者职业的开始， 它为我的人
生阅历增添了浓重的一笔。 每一次采
访对我来说都是一种使命， 每一次读
者的回应，都让我倍增前行的动力，也
让我时刻铭记肩上的责任。

记者的道义与担当

———献于
2014

年记者节
信阳广播电视台 周 健

当朝霞显露
出现第一抹阳光
告别熟睡的家人
匆匆奔赴“战场”

那里没有硝烟
却是群众关心的地方
不知前面是否艰难险阻
也得往前闯
这是记者的道义和责任
这是我们的担当

当烈日炎炎无遮拦
我们就在现场
那里虽然高温炙烤

考验的就是我们的坚强
肩扛机器不知累
手拿话筒心不慌
汗水滴下无踪影
衣衫湿透也无妨
这是记者的道义和责任
这就是我们的担当
或暴雨疯狂肆虐
或烟雾弥漫的火场
都有我们的身影
那是真正的战场
洪水留下印记
火场边身影匆忙
顾不上洗脸吃饭

更无打盹的空当
这是记者的道义和责任
这就是我们的担当

汗水与泪水相伴
也有荣誉和辉煌
铁肩担道义
妙笔著文章
记录的是历史
呈现的是现场
无利益纠缠
无名誉向往
这是记者的道义和责任
这就是我们的担当

心中有百姓 下笔自有情

信阳晚报社 曾宪科

新闻战线开展“走基层、转作
风、改文风”活动，是党中央在思想
宣传领域的又一重大举措。作为一
个多年在基层奔波的老新闻工作
者， 我在这方面有许多感受和收
获。

我是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
始从事专职新闻宣传工作的，为了
使自己真正能够“沉下去”、“抓活
鱼”，我经常深入农村的乡、村、组，

甚至农户家中， 与农民交朋友，与
最基层的百姓进行心与心的交流。

充分发挥自己来自基层这一优势，

常带着采访题目和新闻线索回到
原单位看看， 与过去的农民朋友、

村民组长、养殖专业户、科技示范

户们叙旧情，话变迁，并逐步扩大
范围，交更多更广泛的朋友。市郊
琵琶山有一位种植专业户，我

20

年
前就开始采访他， 从当初的田改
菜， 到后来大棚等科技运用过程，

从中年采访到老年，由贫穷时采访
到富裕， 从住茅草屋到红瓦房，一
直到现在的小洋楼，

20

多年来，我
仅从他那里了解情况写成的稿件
就有

10

多篇。试想，记者和农民的
关系达到了这一步还有什么话不
愿说不能说的呢？

新闻的文风改革方面， 我也
努力践行，做了一些尝试。在会议
报到时， 我尽量在会议中精心选
好写作角度， 尽可能从会议中挑

选那些老百姓最关心、 政府又要
解决的问题写。

2008

年，采访平桥
区淮河肖店大桥奠基一稿时，别
的媒体记者都去写领导讲话，而
我则把笔头对准百姓， 侧重了解
修建这座大桥的背景及作用，尤
其是那

15

位老党员给时任省委书
记徐光春写求助信的细节及

80

多
岁的老太太一生盼修此桥的愿
望，结果，我以《一封求助信换来
一座桥》为题，在《信阳晚报》头题
刊登后，影响很大，次年被全国晚
报协会评为好新闻一等奖。 稿件
来自基层、出自百姓，为百姓身边
的事情， 因此也很受欢迎。 这正
是，心中有百姓，下笔自有情。

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不断前行

信阳广播电视台 李永光

2004

年，怀着崇高的理想，我毅
然填报了新闻专业，如今已经整整十
年。十年，对于时代长河不过是短短
一瞬，对于一个人却是从青春到而立
的漫长岁月。踏上新闻的征途，有过
迷惘、有过彷徨、想过逃离，但总有一
种力量让我不断前行。

人的一生会面临很多选择，站在十
字路口，向左还是向右，没有对与错之
分，因为只要作出选择，就要一直坚守。

选择了当记者，就意味着不停地向前奔
跑。第一次采访时手足无措，第一次拍
摄时无所适从，第一篇稿子被改得面目
全非。成长的过程痛并快乐着，从刚出
校门的大学生成长为一名合格的新闻
记者，这个过程短暂而漫长。刚当记者
的新鲜感和兴奋感被随之而来的繁忙
和平淡取代，也曾想过逃离，逃离这没
日没夜、繁忙的生活，但总有一种力量

让我继续坚守。

依稀记得， 为了拍到鸡公山上几
百年的古茶树， 扛着几十斤的摄像机
披荆斩棘一整天， 下山时才发现早已
是遍体鳞伤； 为了见证

3000

年前商代
独木舟的出土全过程， 在淮河摊上一
待就是两天两夜……记不清有多少次
类似的经历， 记不清有多少个白天黑
夜， 就这样， 我一直行走在新闻的路
上，一刻也停不下来。

追寻理想、拷问真相、守望良知，

是新闻记者的天职。我告诉自己，要真
诚地面对周围繁纷芜杂的世界，用激情
与梦想点燃无悔的青春。 用我的声音、

我的文字，把活生生的世界不加润色地
展现给世人，共同领悟生命的真谛。

真诚地看待社会，发掘出社会的善
良与丑陋。真实地记录下社会的点点滴
滴，沉淀出历史的真实。不仅放声歌颂

美好，更敢于抨击罪恶。用真诚、激情、奋
进来武装自己的心灵和身躯。真诚是理
想的初衷，激情是奋进的动力，实干则
是成功的灵魂。乐观、自信、激昂、好奇，

作为一名记者冲在时代潮流的尖端，奔
波于每一个突发事件的现场。我告诉自
己要踏踏实实地走好每一步，认认真真
干好每一天，用实干书写无悔的青春。

五年的记者生涯，有太多苦痛和
艰辛，有太多汗水和泪水，所有的劳
累、疲惫、委屈、欣慰，酸甜苦辣成就
了一篇篇鲜活的新闻作品。当一篇篇
作品获得观众好评时，心里涌出的是
那份收获累累果实的欣慰。没有什么
波澜壮阔，没有什么感天动地，一次
次真诚的交流， 一篇篇真实的记录，

也许这已经足够。

我相信，总有一种力量会让我不
断前行……

无 悔 的 选 择

信阳广播电视台 曹 臻

11

月
8

日，这是个承载着记者职业光
荣与梦想的节日， 作为信阳广播电视台
公共频道豫南风的记者， 我和我的同人
在感到自豪和骄傲的同时， 更感到肩上
的压力。

刚参加工作那会儿， 心中充满美丽
的梦想，血液中涌动着对未来的激情。憧
憬火热的事业， 渴望实现自己的人生价
值，获得事业上的成功。等自己真正成为
一名记者，在新闻采访的路上行走时，我
对记者这个职业有了切身的体验， 我才
发现，这个职业在她所有鲜亮的外表下，

最真实的内涵用一个最通俗的词来概
括，就是“责任”。

记者是一个很特殊的职业， 是人民心
中高尚的职业，在笔触下守望道义，在不断
前行中彰显正义的力量。都说记者是“无冕
之王”，的确，因为工作的关系，我们有更多
的“特权”和机会去记录一般人接触不到的
人和事。在外界看来，记者的生活很精彩，

但是这精彩的背后， 我们要比一般人承受
更多的压力， 付出更多心血。 累并快乐
着———是我做记者最深的体会。早出晚归、

食无定时、加班加点、奔波劳碌……做记者
很苦，很累，我也彷徨过。但依然割舍不了
对记者这份神圣职业的眷恋。做记者虽然
辛苦，但苦中有乐。

自从我选择了这个职业， 就始终无

怨无悔，无论在单位还是在家里，无论是
冰天雪地还是烈日炎炎， 无论是在白天
还是在午夜暖暖的被窝里， 一部手机带
在身边，

24

小时开通，随时应对突发性新
闻，这就是我的工作状态。我认为，记者
不仅是一名新闻工作者， 更是信阳发展
的观察者、记录者和守望者。因为我们用
镜头记录了这个城市的发展足迹， 因为
我们用图像和声音向群众传递了最新的
信息。感谢这份职业，感谢那些在我的采访
报道中出现过的人和事。 他们的故事、精
神、爱心以及生生不息的追求和努力，时时
感动着我，激励着我。其中最令我刻骨铭心
的就是扎根四望山

30

年执着教育的王西
成。一座大山，一所学校，一个老师，一群孩
子。他用爱守护着每一个学生，指引他们走
出大山，追寻梦想。默默付出，无怨无悔，哪
怕最后只剩下

6

个学生……这一幕幕感人
的画面在我脑中打下烙印。 忘不了我们报
道他的动人事迹后， 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
反响。忘不了和他一起相约等待志愿者看
望孩子的那一天， 忘不了学校生活条件
的改善给他带来的那份惊喜， 更忘不了
学生成绩提高时他眼中憧憬的光芒。今
年，我再去采访王西成的时候，见到四望
山小学旧貌换新颜， 教学生活条件的改
善，学生们甜蜜满意的笑容，我欣慰，油
然而生一种工作的满足感。

第十五个中国记者节“社会责任———新时期的新闻职业精神”征文优秀作品节选
铁 肩 担 道 义 妙 手 著 文 章

编者按：

“社会责任———新时期的新闻职业精神”征文活动是

市委宣传部在第15个记者节来临之际开展的重要活动之

一。记者们纷纷拿起笔，将自己的所思所感倾泻于文中，

把自己对新闻工作的热爱铺陈于纸上。今天，本报选登部

分优秀征文作品节选， 通过这些文章中记者们深情的表

白，我们可以走近他们的内心世界，品味他们在新闻工作

当中的酸、甜、苦、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