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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刊
TE KAN

11 月 8 日是中国第 20个记者节，今天，让我们一起聆听达拉特旗融媒体中心 7名记者的心路历程和
他们采访中的好故事，凝聚发展共识，助推达拉特高质量发展，记录我们正在经历的伟大时代。

2018 年 7 月 26 日，我接到了一个
采访任务，由于上游泄洪加之连日大
雨，树林召镇沿河 5 个村近 8 万亩河头
地面临洪水侵袭。

去了现场，我们看到树林召镇的干
部职工与村民们在坝上巩固堤岸，突然
有一处民堤决口了，防洪干部与村民们
不顾秋水的冰冷，跳入水中，极力抢险。
他们在坝上搭建帐篷、自制炉灶，日夜
坚守，不敢有丝毫怠慢。

我们想用镜头记录他们居住的帐
篷，没想到还要划船过去，下面水深近
五米，我们当时心里其实是比较害怕
的，但是为了能够真实记录，我们仍然
选择去拍摄。村民何长在划船带我们过
去，他为了不让我们害怕，就与我们聊
天，他告诉我们，这已经是他们昼夜值
守的第 23 天了，他们的村党支部书记
淡永强，自抗洪抢险以来，天天都在坝
上，他的儿子因为太久没有见到爸爸，
十分想念，哭着要见爸爸，无奈淡永强
妻子下班带着儿子来坝上和爸爸短短
团聚。

我作为这件感人事迹最早的发现
者、报道者、传播者，悟出了一个道理：
新闻报道不能只是枯燥的动态信息，不
能只是当前工作的讲述，而是一定要讲
好身边故事，传递好身边的正能量。?

从此，我们不断寻找身边的榜样：
留日博士王晓红，放弃高额的薪酬，返
回家乡助力家乡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80 后村书记庄晓宇，他身家百万，却放
下了事业回到农村，用青春和汗水践行
一名村干部的使命；乡村教师赵宽，33
年默默守候在农村教育这块无垠的园
地里，守护着农门学子的希望……这一
个个鲜活的榜样，一段段感人的事迹，
从我们的镜头中走来，呈现在观众的面
前，这些平凡人物不平凡故事扮靓了荧
屏，影响着身边的每个人，这就是我们
身边的正能量，这就是接地气的好新
闻。

我们要讲好故事，发现身边的感
动，记录感动，从而引导激励人们崇德
向善，弘扬真善美，助推社会文明，这就
是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

袁 娇

汲取榜样力量 传播正能量

大家知道，做记者的一个基本要求
是：24 小时开机，随叫随到。经常一个
电话打来接到通知，现在、立刻就得到
任务点集合。有时候我们也会抱怨：就
是飞机起飞降落都得有个缓冲时间，何
况我们还没有翅膀。可是一时的抱怨归
抱怨，我们还得准时赶到。

2016 年 8 月的一天，雨下得特别
大，马路上有很深的积水。因为打不到
车，我们很多人都偷懒没有去单位。当
时，新闻部主任斯琴高娃在记者群里说
了这样一句话：下雨不等于放假，越是特
殊时期，越要坚守岗位。这句话让我们很
惭愧，因为那天的强降雨，导致梁外地区
发生了洪水，道路中断，房屋被毁，很多
村民遭了灾。后来，我们接到紧急通知，
立刻去了梁外，在之后的一段时间，所有
记者都往返在青达门村、查干沟村的受
灾地区，跟进报道抗灾救灾情况。记者的
职业就是这样，你不知道工作什么时候
会来，但是你要时刻准备着!

前段时间，有一条新闻。10 月 7
日，甘肃舟曲县，4 名记者在采访返程
途中，车辆坠入白龙江，没有一个人生
还。我当时看了新闻特别难受，不只是
为这些年轻的同行惋惜，也是因为我们
自己在路上遇到过很多危险。2016 年 2

月 16 日，大年初九，有一个全市的观摩
会在达旗举行，观摩点儿特别多，我们
自己带车采访。每个点上，我们肯定要
最先到，最后离开，还得确保下个观摩
点也是最先到，所以一路上都特别赶。
当时下过雪没几天，路上的雪被碾实
了，特别滑。我们的采访车从昭君镇二
狗湾村的高坡上下来，急着赶在车队前
到下一个观摩点黄木独村。但是在下坡
的途中，因为速度快、路滑，车辆扭扭斜
斜失去平衡，差点冲下路基。当时大家
玩笑着过去了，但是现在想起来都后
怕。

虽然这份职业有很多的辛酸，但是
我还是经常推荐刚毕业的大学生走上
记者岗位，因为这份工作确实能让人成
长。6 年时间，我们从刚出校园怯生生
的书生，成长为独当一面的老记者，这
是收获，也是感恩。因为一直在路上，我
们有幸见证并记录着美丽乡村建设、千
名干部下基层、脱贫攻坚等一系列发生
在达拉特大地上的生动实践，我们还记
录着王五命、雷碧霞、白巴特尔等先进
典型的动人故事，我们让这些人和事，
通过新闻报道的形式鼓舞人，助推我们
达拉特的发展进步，这不就是我们风雨
兼程的理由么？

刘婷

风雨兼程在路上

在我眼里,一个优秀的记者是能够
把别人故事讲好的记者。

我自 2012 年从事记者工作以来，
感觉自己收获颇丰。走过田间地头，听
到许多故事，工人、农民、创业青年等各
行各业的工作者都是我采访的对象，其
中，脱贫先进人物贺雄华的故事令我非
常难忘。

2018 年，我和同事共同采制《贺雄
华的脱贫三级跳》，讲述农民贺雄华和
妻子在党的好政策下，通过各级领导干
部的帮助脱贫致富的故事。

贺雄华是风水梁镇公乌素村的农
民，妻子是聋哑人，是建档立卡贫困户，
全家四口人居住在老房子里，仅靠种五
亩地维持生活。2016 年，精准扶贫的春
风向贺雄华吹来，政府给他补贴了 8 万
元，让他们有了崭新的易地扶贫搬迁
房，还送来了 1.6 万元的产业扶持资金
和 4 只基础母羊。勤劳的贺雄华想把自
家的产业扩大些，于是，在扶贫干部的
帮助下，从银行贷了 3 万元的贴息贷
款，买了 66 只鸡、2 头猪，打了一眼井，
还整理出了几十亩荒地。一年下来，贺
雄华家的纯收入超过了 3 万元，当年就

脱了贫。
采访中，当我们问贺雄华为什么这

么快就能脱贫时，他竖着大拇指说：“有
这么好的政策，有这么多关心和帮助我
的人，我才能成功脱贫了。”

是啊，一个人想要做好做成一件
事，有时光靠自己是不行的，还要有一
个好的环境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人。

其实，新闻报道也是如此，一个好
的记者可以写出一篇好稿子，一个好的
摄像师可以拍出美丽丰富的画面，一个
好的后期编辑可以制作出一段精彩的
视频，但是，只有我们团结在一起，才能
拿得出一个新闻作品。一滴水只有融入
大海才不会干涸，我愿意做这样的人，
在团队中精诚协作，让大家心往一处
想、劲儿往一处使，为了新闻事业不断
奋斗。

习总书记曾经在一次记者见面会
上说过这样一句话：不要人夸颜色好，
只留清气满乾坤。我们要以此为动力，
积极践行“四力”要求，不忘初心继续前
行，讲好达拉特故事，拿出更多更优秀
更有能量的新闻作品，为达拉特欢呼、
为达拉特喝彩！

李慧龙

践行“四力”，讲好故事

有句话是这样说的：“看到我们的
时候，我们在报纸电视上；看不到我们
的时候，我们在路上。”这句话是对记者
这一职业最好的注解，也是记者呈现给
大众最直接的状态。

选择了记者，就选择了辛苦，构思
策划、奔波采访、连夜疾书，就是我们的

“一日三餐”。在大众眼中，记者意味着
自由和风光；在家人眼中，记者意味着
辛苦和忙碌；在同行眼中，记者意味着
责任和奉献；在我的眼中，记者意味着
理想的选择。

回想这一路走来，从第一篇不到
100 字的简讯，到今天几千字的报道，
从面对采访对象紧张到问不出话，到可
以和陌生人熟络地聊天，我从没想过自
己可以走这么远。刚开始，采访经常碰
壁，经验不足带来的尴尬或是采访对象
不配合等小插曲，都让采访过程变得艰
辛，偶尔会碰上做好了前期的采访工
作，写稿的时候却什么也写不出来的局
面，更是让我急得跳脚，然而如今回忆
起来，却也特别感谢那段时间的摸索和

积累。
作为一名基层记者，一个可以与

37 万达拉特人民脉搏一起跳动的记
者，我曾经被朋友和同事们寄望去“开
创大场面”，也曾因为能力的欠缺而自
怨自艾。但是，又有多少人能如同我们
这般幸运，在一个风云际会的时代里成
为“当下”的记录者，成为“历史”的见证
人呢？两年来，我感到了自己的成长，也
有幸见证了达拉特蓬勃发展所取得的
辉煌成就，也有幸成为桥梁、成为纽带，
为这方热土上的群众鼓与呼……

选择了记者，不光是选择了辛苦，
也是选择了骄傲和幸福。因为我们笔尖
流淌出的是一段段感人的故事，我们镜
头记录下的是一个个永恒的瞬间，这些
都在诉说着时代的跨越发展给老百姓
生活带来的改变。我们不光是一名新闻
工作者，更是历史发展的观察者、记录
者和引领者。

从今天起，有过的骄傲，让我们继
续；特有的骄傲，从我们开始，因为我们
是记者。

白晶晶

当记者是怎样一种感受？

打起鼓来敲起锣，扭起秧歌唱起
歌。文化繁荣新时代，民曲民歌放异彩。
每当听到这几句开场语，总会想起以天
为幕布，以地为舞台，在一块不到五十
平米的红地毯上，一条醒目的横幅下，
一个个亲切熟悉的身影欢舞在这方属
于老百姓自己的舞台上，这就是《乡土
风》栏目。

2011 年 4 月 5 日，《乡土风》第一期
节目开播，到如今已将近 300 期了。8
年多的时间里，我们《乡土风》栏目组走
遍了达拉特的村村社社、山山峁峁，没
有专业的演员，没有华丽的舞台，有的
是一支不畏严寒风雨烈日的录制队伍，
和每一位观众朋友对我们节目的喜爱。

作为乡土风的主持人，我们与《乡
土风》一起成长，在《乡土风》拍摄的台
前幕后，有太多记忆和故事镌刻在我们
心底。

第一期《乡土风》录制是在王贵村，
当时没有场地，我们选择了临时活动板
房；没有专业的音响设备，我们直接借
用了拉杆音响；没有提前彩排的演员，
我们只能在寥寥无几的观众中请几位
上来，临时表演节目。万事开头难啊，就
是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第一期节目播
出之后，很快就受到了大家的认可和喜
爱，群众参与的热情也越来越高。

《乡土风》栏目最忠实的铁粉就是
老大爷老大娘们。我们记得在王爱召镇
一个村子录制《乡土风》时，有一位要登
台跳舞的老大娘左右为难：原来是她的
老伴儿正好那天生病住院了，她担心着
老伴儿的病情，同时惦记着她盼望已久
的《乡土风》。最终，她选择先让儿子带
老伴儿去看病，自己来到《乡土风》录制
现场，当时说起这事儿，大妈焦急地流
下了眼泪，擦干眼泪后，她依然在舞台
上为我们带来了最美的舞姿！

有一位来自昭君镇高头窑村的赵
大爷，他 82 岁了，曾在电话里几次和我
们《乡土风》负责人沟通后，还觉得有很
多细节没法说清楚。后来，他只身一人
从高头窑坐一个多小时班车来到树林
召，然后又打车找到了我们，从兜里拿
出了带有温度的 U 盘和已经褶皱了的
手写好的节目单。那一刻，他让我们发
自内心地感到了温暖。

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我们
《乡土风》虽然没有获得过什么大奖，但
每当收到老百姓为我们寄来的一封封
简短的纸信和一条条充满真情实感的
短信，我们感到这份职业带给我们的责
任是那么光荣而神圣！我们每一位新闻
工作者将会带着这份使命和感动，继续
行走在脚下这块温暖的土地上。

王欢 杨旭

《乡土风》里故事多

对于女记者来说，有一万个理由可
以放弃这个职业，经常性的下乡采访，
没有准确时间点儿的写稿、编片，工作
和家庭很难两者兼顾……然而，许多像
我这样三十而立的女记者依然选择坚
守在这个岗位上，我想，大家和我一样，
是出于对这份工作的热爱，而绝非养家
糊口的需要。

每年黄河封河期，记者都会到黄河
岸边拍摄，但是因为带着手套拍摄起来
不太得劲儿，只能裸手拿着摄像机拍
摄。不一会儿，手就被冻麻了，尤其是握
摄像机的那只手，感觉手心的肉和摄像
机冻得长在一起了。有时候，数九寒天
需要在户外拍摄很长时间，不仅是我们
自己被冻到透心凉，连摄像机的电池也
扛不住，一会儿就被冻得没电了，这时，
我们只能小心翼翼地把它拔下来，然
后，双手捂着放在怀里暖和暖和，等它
缓过来再继续完成拍摄。

记得有一年的冬捕节，正值寒冬
腊月，我和单位的其他三个同事从早
上 8 点站到冰面上，一直到中午 1 点，
尽管当时穿了雪地靴和羽绒服，可都
不管用，多半天下来，整个人都冻僵

了。
记得在一篇散文《天天天蓝》里提

到：“因为热爱而从事一项工作是十分
幸运的。”干了 6 年记者后，现在对这句
话有了愈加深刻的体会。

作为基层的一名普通记者，从业 6
年来，我接触到不少触动泪点的人和
事。他们是普普通通的农民，是扎根基
层的扶贫干部，是奋斗在田间沃土的创
业青年。我们一声亲切的称呼，一个温
暖的笑容，一次友好的握手，就能让他
们打开话匣子，我们的眼睛观察得再细
致一点，就能捕捉到那些最感人的细
节，脚步更远一点就能对人物有更深入
的了解，我们的笔触再多些温度和力
度，大脑再多些思考和甄别，我们做出
来的新闻就会更具感染力。

如今，面对媒体融合发展的大趋
势，作为当地的主流媒体，如何更好地
发挥自身的传播力、引导力及影响力显
得更为突出，这就更需要我们一线记者
更好地践行“四力”要求，采写出更多群
众喜闻乐见的新闻作品，才能把我们达
拉特的故事讲得更加精彩，达拉特的声
音传递得更加辽远。

闫娜

因为热爱，所以坚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