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秋天从不曲里拐弯秋天从不曲里拐弯，，一直一直
都是平铺直叙都是平铺直叙。。黄就是黄黄就是黄，，红红
就是红就是红，，还想绿着的还想绿着的，，也不勉也不勉
强强，，继续绿着继续绿着。。

可是人们说秋可是人们说秋，，总要有所总要有所
隐喻和暗示隐喻和暗示。。

秋被人说了那么多秋被人说了那么多：：收获收获
的的、、香甜的香甜的、、明亮的明亮的、、哀怨的哀怨的、、愁愁
结的结的、、苍茫的苍茫的。。我不知道我想我不知道我想
说什么说什么，，但我一贯是个唠叨的但我一贯是个唠叨的
人人，，总要凑凑热闹的总要凑凑热闹的。。

因为是秋天因为是秋天，，总要说到秋色的总要说到秋色的。。
还因为秋进了人的心还因为秋进了人的心，，总会搅起一点总会搅起一点
波澜波澜。。

秋有荒凉韵味秋有荒凉韵味，，也有豪强气势也有豪强气势。。
天空高远的秋天空高远的秋，，招引谁一点点寻去招引谁一点点寻去，，满满
地起起伏伏的秋地起起伏伏的秋，，等着谁一寸寸割去等着谁一寸寸割去。。

其实你我什么都不用多想其实你我什么都不用多想，，就做就做
那个谁好了那个谁好了，，就做那个满天满地找寻就做那个满天满地找寻
和收获自己的人好了和收获自己的人好了。。

在天空的落脚处在天空的落脚处，，有一群大雁开有一群大雁开
始振翅了始振翅了。。四处张望的眼神四处张望的眼神，，也倚在也倚在
了云畔了云畔。。

没有人拷问过鸟儿的来去和云有没有人拷问过鸟儿的来去和云有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也没有人在乎过也没有人在乎过，，那一刻的那一刻的
自己是真实存在过自己是真实存在过，，还是一切不过是还是一切不过是
一个假设一个假设。。

我们是聪明智慧的人我们是聪明智慧的人，，我们是知性我们是知性
敏感的人敏感的人，，我们也是闪闪烁烁我们也是闪闪烁烁、、吞吞吐吞吞吐
吐的人吐的人。。

字斟句酌地说秋字斟句酌地说秋，，拐弯抹拐弯抹
角地说秋角地说秋：：下落不明的秋下落不明的秋、、藏着藏着
感情阴影和生活忧患的秋感情阴影和生活忧患的秋、、梦梦
想随着水流去的秋想随着水流去的秋。。

秋天来临秋天来临，，秋有趾高气扬秋有趾高气扬
的一面的一面，，也有沉重黯哑的一面也有沉重黯哑的一面。。

我们都无法确定我们都无法确定，，来到或来到或
被带走的是哀伤还是欢乐被带走的是哀伤还是欢乐。。时时
光弹来跳去光弹来跳去，，春抓不住春抓不住，，秋强行秋强行
地 来地 来 。。 好 像 是 给 予好 像 是 给 予 ，，其 实 是其 实 是
带走带走。。

说秋说秋，，就像说一首诗就像说一首诗、、吟一曲歌吟一曲歌，，
不高深不高深，，也不晦涩也不晦涩。。简单的就剩下诗简单的就剩下诗
句和歌谣句和歌谣，，一种宿命的意味和象征一种宿命的意味和象征。。

说秋说秋，，就像念一河的水就像念一河的水、、喊眼前的喊眼前的
山山，，时而是苲草时而是松涛时而是苲草时而是松涛。。可浮沉可浮沉，，
可澎湃可澎湃，，可交流可交流。。是小小的波纹流动是小小的波纹流动，，
是悠长的呼和应是悠长的呼和应。。

对春天迷信的人也一样会迷恋于对春天迷信的人也一样会迷恋于
秋天吧秋天吧。。

当花朵加快了睡入果实的时间当花朵加快了睡入果实的时间，，
河流的脉络在草叶上清晰起来河流的脉络在草叶上清晰起来，，我们我们
所要对抗的秋天其实是我们自己吧所要对抗的秋天其实是我们自己吧。。

秋难以复制和命名秋难以复制和命名。。款款的款款的？？魔魔
幻的幻的？？激烈的激烈的？？幽怨的幽怨的？？暴怒的暴怒的？？仿仿
佛都是佛都是，，又仿佛都不是又仿佛都不是。。

说了秋的千百不是说了秋的千百不是，，不如抱你在不如抱你在
怀或倚在你胸怀或倚在你胸，，絮絮叨叨或痛哭一絮絮叨叨或痛哭一
场场。。说了秋的千万好词好句说了秋的千万好词好句，，抵不过抵不过
和你并肩站立和你并肩站立，，风雨同程风雨同程。。

说

秋
鲜
然

邓丽君经典歌曲《又见炊烟》中唱到：“又见炊烟
升起，暮色罩大地，想问阵阵炊烟，你要去哪里？”每次
听这首歌脑海里便会浮现出夕阳西下、炊烟袅袅升起
的醉人景象。炊烟是思恋家乡的情节，是记忆里的香
美味道，是梦里经常萦绕的牵念。那一缕缕炊烟，总
是给出门在外的游子带来乡愁、送来召唤。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老家的烟火是乡村亮
丽的风景，她给人以宁静和相思，也是游子依恋的精
神家园。在我们的记忆里，炊烟是起床的信号，炊烟
是开饭的呼唤，炊烟是味蕾的满足，炊烟是解乏的前
兆。小时候的炊烟总是随着辛勤律动而升降，升起得
很早散淡时已晚。天刚放亮，家里的煤油灯便着了起
来，炊烟冲出烟洞带着点点火星袅袅升起，夜幕降临
时，干完地里活的人们便肩扛背驮地回家，喂猪喂狗
圈羊追鸡这些仍是收尾工作。安顿好这些张口吃食
的，月光皎洁、繁星闪烁的夜晚，炊烟便又升起，自由
舒展、黑白随意、丝缕相携、妙曼缠绵，月亮、星星、村
落、炊烟在夜幕下构成了一幅美妙无比、动静结合的
黑白水墨画。放眼村里，每家升起的炊烟各有颜色、
自有浓淡，直至很高很远便独自慢慢离散，然后又裹
缠在一起流进田野河流柳林沙湾。

今年农历七月十五恰逢周末，亲戚们相约再回老
家赏赏风景，尝尝思念至久的柴火烹制的美味佳肴，
聊聊各自在外的生活愿景。周五的夕阳将云层经营
得流光溢彩之时，各地返回的人们也相聚在了大姐
家，浓烟正从那个有着年头的烟洞里攒着劲往外涌，
不时从房檐上飘下阔别已久的柴火香味。灶里的粗
椽细柳烧得正旺，后大锅里羊肉开始跳动，前锅也没
有停歇，农村的腌猪肉烩菜也已经开始准备，满家飘
出从灶台缝里流出来的柴烟味和锅里飘出的饭菜
香。柴火家常饭，垂涎满嘴馋。

次日临明，天还蒙蒙亮之时，手擀面已经上桌，这
是我每次回老家的必上早点，就连女儿也吃腻埋怨
我，回老家早上肯定是给你吃面条。收拾妥当，联系

好上坟的众亲人带上节日的祭品便顺路而下，路过大
哥家时，大嫂说今天中午她家安排好了，用鸡肉蘸糕
招待回来的亲戚，并且要将午饭安排在老家那承载着
大伙记忆的老屋。

老屋的炊烟又升起来了，家乡美食鸡肉蘸糕是今
天的重头戏，复杂的饭菜需要繁琐的烹饪程序，况且
用柴火灶做出的原汁原味又是何等诱人。一个好汉
三个帮，一顿美食也要多人登场，没有各自分工，但自
会找到合适的活计，不误工不压活，井井有条、适得自

然。听着灶膛里传出噼里啪啦的响声，看着熊熊柴火
舔着锅底让锅里食物咕里咕咚冒出香味时，便会深深
感觉到幸福。炊烟忽高忽低、忽浓或稀缭绕着，院子
里融合着各种柴木燃烧后特有的味道并掺和着饭菜
的香味，这份农村特有的灵动感，不一会儿便浸染了
朴素村庄，空气中都塞满了人间烟火。

老家的炊烟渐飘渐淡，也将会飘出大家的视野。
但心中的那一份炊烟情节永远升腾，随时会温暖地出
现在我们的记忆深处和甜蜜的梦里。

家乡的炊烟
王向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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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年前夏季的一个清晨，我踏上了通
往达拉特旗广播电视局的道路，心中充满了对
新闻事业的无限憧憬。从那一刻起，我的生活
便与文字和镜头紧密相连。

马场壕乡的风，带着泥土的芬芳和农民的
呼唤，是我童年记忆中最深刻的画面。然而，命
运的车轮在二零零零年的六月轻轻启动，让我
离开了这片熟悉的土地，开始了我作为新闻记
者的旅程。

记得那一年，我从乡政府调至旗广播电视
局。那时的我，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乡干部，时
任旗广播电视局主要负责人的秉忠局长，像伯
乐一样，发现了我这颗不起眼的小星星，他的信
任和支持，让我有了展示自己才华的舞台。

那天，秉忠局长与司机开着车，把我的行李
拉回了广播电视局。他没有高高在上的姿态，
更像是一位亲切的长辈，关心着我的生活，鼓励
我在写作上好好努力，写出更好的新闻作品。
他的鼓励如同春风化雨，滋润了我的心田，让我
在新的环境中迅速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刚刚踏足新闻界的时候，我满怀理想和热
情。每一次采访，对我来说都是一次全新的探
险，每一次报道，都是对真相的追逐。那些年，
我跑遍了达拉特旗的每一个角落，用我的笔触
和镜头，捕捉着这片土地上的点点滴滴。

在新闻的世界里，每一天都是新的挑战，每
一个故事都承载着时代的重量。今天，我想和
大家分享一些我难忘的采访经历，这些是我记
者生涯中最珍贵的记忆。

在我记者生涯的早期，记得有一次采访任
务是报道工商局上街宣传打假的活动，那是我
踏足新闻界后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独立采访，
我带着新鲜感和满腔热情，扛着摄像机就出
发了。

到达现场后，我看到工作人员一边走一边
向过往的行人发放宣传单。我急于捕捉每一个
动态，于是也跟着跑来跑去，试图捕捉所有忙碌
的瞬间。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种拍摄方式
会导致画面不稳定，甚至模糊不清。

当我带着拍摄的素材回到编辑室，满怀期
待地看着编辑筛选可用的画面时，我的心情从
云端跌落。编辑告诉我，我拍摄的大部分画面
都无法使用，因为镜头没有固定，跑动中的画面
成了一条弧线，且晃来晃去。原本计划中的详
细报道，最终只能以一条简讯的形式播出。

当时分管新闻的张总编和杨总编随后把我
叫到了办公室。他们语重心长地教育我，新闻
拍摄不仅仅是记录事件，更重要的是要传达清
晰、稳定的信息，并指导我如何在移动中保持摄
像机的稳定，如何选择合适的角度和时机来捕
捉关键画面。

记得我第一次参与全旗“两会”报道，那时，
我对新闻的概念还很模糊，只知道自己手里的
摄像机很重，重到足以让我的手颤抖。

当我站在会场前，面对台上的领导和台下
的参会干部，我的心跳加速，手不由自主地抖
动。我担心自己无法完成任务，担心自己会在
大家面前出丑。但我知道，我不能退缩，这是我
作为记者的第一次考验。

我深吸了一口气，告诉自己：“你可以的！”
我尝试着放松手指，慢慢地，摄像机稳定了下
来。我开始专注于拍摄，寻找合适的角度，捕捉
领导的讲话和干部们的反应。

尽管过程中充满了挑战，但最终，我还是完

成了任务。我把第一次采
访大会的新闻报道带了回
去，虽然不是完美无缺，但
我做到了。单位领导对我
的鼓励成为了我继续前进
的动力。

那次经历教会了我，新
闻不仅仅是报道事实，更是
一种责任和勇气的体现，它
要求我们在压力下保持冷
静，即使在最困难的情况下
也 要 寻 找 完 成 任 务 的 方
法。从那以后，我学会了如
何在紧张的环境中找到自
己的节奏，如何在不确定性
中寻找确定性。

我刚当记者时，机器设
备还很落后，我和师傅陈姐
共用一台 M9000 摄像机。
这台机器也有点工龄了，是
从 别 的 同 事 手 里 传 过 来
的。机器经常断电，偶尔还绞带，冬天还怕冻。
我出去采访就像怀里抱着婴儿一样爱护着，遇
上刮风下雨，干脆把上衣脱下来包裹着，坐在车
上，总会把机器习惯性放在膝盖上，以防颠簸
损坏。

有一年，我随旗委马书记进京开会，在飞机
上，我紧紧抱着摄像机。空姐让我把机器放入
行李架，我说摄像机就像战士的枪一样，一名记
者，如果把摄像机损坏或丢了，就像战士把枪丢
了一样，人在枪在，人在机器在。

我那时在新闻部属于新兵，又属我年轻，跟
随领导调研考察多，下乡采访多，出稿多。常常
一个人单兵作战，既要拍摄画面，又要写稿，忙
得团团转。不回家，迟回家，没有双休日，没有
节假日，加班加点是常事。

记者没有说“不”的时候，只要有采访任务，
就得扛着摄像机去。记得二零零三年夏季全旗
活动多。一天我因感冒正在打点滴，当时新闻
部主任富民给我打来电话，说旗长要调研防汛
工作，我二话没说把针头拔掉，骑上摩托车赶去
采访现场。

那时候，记者都有上送新闻的任务，由于台
里没有传输设备，我们只好打车去鄂尔多斯电
视台送录像带，时效性不强的新闻就去邮局邮
寄，偶尔也搭被采访单位的车，一天采访、送带
马不停蹄，吃不上饭是常事。

在非典及新冠疫情防控期间，全国上下紧
急行动，全民动员，全社会参与，形成了严密有
序的群防群控、联防联控体系，构筑起一道牢固
的“抗疫大堤”。我也以新闻记者的身份加入到
了抗疫的队伍当中，记录了从城市到农村的防
疫措施，如农村防疫工作的强化、农业生产资料
和农产品流通秩序的维护、“菜篮子”产品生产
保障等。

作为记者的这些年，我扛着摄像机，从城市
到农村，用镜头记录下了达拉特大地上无数动
人的瞬间和故事，见证了达拉特旗的发展和变
迁，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采制了许许多多有温
度、有价值的新闻稿件，如《疫情防控达拉特在
行动》《白天鹅莅临达拉特》《百岁老人的清洁情
怀》《劳动模范尚保成绿化山川造福子孙》《王彦
君抗击非典的英勇事迹》《雷大姐酱菜走俏南方
市场》等等。这些故事和故事中的人物，深深打

动着我，不仅仅传递了个人的奋斗和奉献精神，
更是时代精神的缩影。

记得那些日子，我和小青局长、玉森局长、
贺总编、高娃、永鲜、韩萍在制作机房里，端着焖
面盒饭加班加点的情景。那时，机房的灯光总
是比星光还要亮堂，我们的身影在屏幕前拉得
老长。盒饭里的焖面虽然简单，却因为大家并
肩战斗而变得格外美味。

加班的夜晚，时间似乎过得特别快。我们
讨论着节目的每一个细节，从剪辑的节奏到画
面的色彩，每一个决定都经过深思熟虑。小青
局长的眼神总是那么坚定，她的决断力和对节
目质量的执着，让我深深敬佩。玉森局长则像
一位细心的工匠，对每一个镜头都要求精益
求精。

在那些忙碌的夜晚，我们不仅是同事，更像
是并肩作战的战友。焖面盒饭成了我们共同的

“战粮”，每一次的吞咽都伴随着对工作的热爱
和对未来的憧憬。我们分享着彼此的故事，笑
声和讨论声交织在一起，成为了机房里最温暖
的旋律。

加班的疲惫是不言而喻的，但每当节目顺
利完成，看到自己的努力转化为屏幕上的影像，
那份成就感和满足感便能驱散所有的疲惫。那
些夜晚，我们共同见证了节目从无到有的过程，
也见证了团队合作的力量。

小青局长，作为我们曾经的“班长”，以身作
则，带领我们共同前进。在她担任局长期间，我
们一起努力，办起了《乡土风》《东西南北达旗
人》《想唱就唱》等栏目，这些节目极大地丰富了
达拉特人的文化生活，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
收视率节节攀升。特别是《乡土风》栏目，不仅
让达拉特旗的群众当上了演员，还让他们自编
自演的节目上了电视，这一创新之举，一时火遍
了达拉特旗，火遍了鄂尔多斯大地，影响力远远
超出了预期。

在《乡土风》的影响下，达拉特旗的各村和
社区都成立了文艺队。文艺爱好者们载歌载
舞，以上达拉特电视台《乡土风》栏目为荣。那
段时间，每到周五晚八点，基层群众们都会准时
坐在电视机前，收看《乡土风》，这成为了达拉特
旗的一种文化现象，一种深入人心的温暖。

这一切的成功，都离不开小青局长和我们

团队的共同努力。是她的智
慧和魄力，让我们的创意得
以实现，是我们的团结和协
作，让这些节目得以成功。
在这个过程中，我深刻体会
到了团结的力量，也感受到
了乡土文化的温暖。

再后来，我有幸走上了
领导岗位，分管着《乡土风》

《东西南北达旗人》《想唱就
唱》《每周视点》等栏目，每一
个栏目都承载着我们对乡土
文化的热爱和对群众需求的
深刻理解，它们不仅成为了
精品，更成为了连接我们与
群众心灵的桥梁。

每当我们拍摄《乡土风》
时，摄制组的人员拉着机器
设备，早已等候的群众，欢迎
我们的到来。那一幕幕热情
的场景，让我深刻感受到了

群众对文化生活的渴望和期待。
我们摄制组的人员，虽然辛苦，但每当看到

群众脸上的笑容，听到他们对节目的喜爱，我们
心中的满足感和成就感便油然而生。辛苦一点
又能算得了什么？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
满足群众的文化需求，为了让他们的生活更加
丰富多彩。

在拍摄过程中，我们不仅是记录者，更是参
与者。我们与群众一起欢笑，一起感动，一起创
造着属于达拉特旗的文化记忆。我们的节目，
成为了群众茶余饭后的谈资，成为了他们生活
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广播电视局和后来的融媒体中心的岁月
里，我有幸与五任主要领导共事，其中三位还与
我搭过班子。每一位领导都以其独特的领导风
格和智慧，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现在想想，秉忠局长的鼓励，小青局长的关
怀，这些点点滴滴的恩情，如同山一般沉重，如
同春一般温暖。在我心中，他们不仅是领导，更
是我人生路上的恩人和导师。我将这份恩情铭
记于心，化作前进的动力。

建勋局长是一位鼓励外宣的领导者。在他
的任期内，我们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奖励和支
持。他明白，对外宣传是提升我们工作影响力
的关键。在他的鼓励下，我们团队的士气高涨，
我们的工作成果也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可。

建平主任虽然和我们仅搭班子一年，他以
其严谨的工作态度和对团队的严格要求著称，
实现了融媒体的进一步融合发展，使融媒体中
心的工作大步向前，蒸蒸日上。

永茂主任是一位眼界独特且非常敬业的领
导，他成为了我们团队的核心力量。他不仅以
身作则，树立了榜样，还积极推动团队成员的个
人成长和专业发展。通过组织各种培训和学习
机会，鼓励我们拓宽视野，学习先进的知识和技
能，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媒体环境。他经常与团
队一起讨论，深入交流业务工作，共同加班加
点，确保每一项工作都能达到最高标准。在永
茂主任的带动下，我们的团队不仅在业务上取
得了显著的成绩，更在精神面貌上展现出了积
极向上的风貌。他的领导，让我们深刻体会到
了团队合作的力量，也让我们认识到了不断学
习和自我提升的重要性。

每一位领导都以其独特的方式，为融媒体
中心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他们的智慧和
决策，不仅推动了中心的发展，也丰富了我的职
业生涯。我深刻体会到，领导的智慧和决策对
于一个团队的发展至关重要。他们的支持和鼓
励，是我们前进的动力。他们的严格要求和高
标准，是我们成长的压力，也是我们进步的催化
剂。在与这些领导共事的日子里，我学到了很
多，学会了如何从他们的经验中汲取智慧，学会
了如何在团队中发挥自己的作用。我为能在这
样的团队中工作而感到自豪，也为能参与到这
样有意义的工作中而感到幸福。

岁月的馈赠，领导的智慧，这些宝贵的经
历，是我职业生涯中不可或缺的财富。新闻之
路，漫长而艰辛，因为有了这些难忘的故事和人
物，这条路也变得异常精彩。在未来的日子里，
我将继续带着这些宝贵的经验，用我的笔和镜
头，记录这个时代的每一个瞬间，讲述更多触动
人心的故事，为达拉特旗融媒体中心的发展和
新闻宣传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值此第25个中
国记者节来临之际，特做小诗一首，以此纪念我
铁肩担道义、妙笔写春秋的二十五载华年：

达拉特记者礼赞

在达拉特广袤无垠的天地之间，
我持笔为锄，辛勤耕耘二十五载华年。

风沙漫卷，星辰璀璨，
摄像机是我不离不弃的伙伴，

每一个新闻现场，
都是我热血沸腾的疆场前沿。

二十五番春秋的轮回交替，
我目睹了达拉特旧貌换新颜的神奇。

城镇街巷似蛟龙伸展，繁荣在延伸中铺展，
乡村田野如画卷变幻，欢歌在变迁里飞旋。

我的足迹，深深印刻在黄河之畔，
那奔腾的涛声，如激昂的史诗，

诉说着发展的壮阔波澜。
工业园区似璀璨明珠崛起，光芒万丈，

照亮达拉特砥砺奋进的辉煌征途，闪耀非凡。

我踏遍达拉特的山山水水、村村社社，
聆听过历史的幽悠低吟、岁月的深沉长叹。

在现代化的工厂车间、校园书堂，
我看到希望之光如朝阳破晓，

幸福之泉似甘霖润田。

我的镜头，精准捕捉着丰收时刻那灿烂的笑颜，
那是农民辛勤汗水的结晶，浇灌出硕果满园。
我的笔端，忠实记录了生态修复的壮丽画卷，

那一抹醉人的新绿，是对美好未来的庄重诺言。

在达拉特的每一寸土地上，
我是忠实的记录者、岁月的守望者，

二十五年的记者生涯，
宛如一首激昂的赞歌，献给这片深爱的土地河山。

每一个字符，都倾注着我的深情厚意，
每一篇报道，都是达拉特生动鲜活的传记。

我自豪，我是达拉特的记者，
见证沧桑变迁，书写不朽的传奇，永不停息。

我当记者的故事我当记者的故事
段飞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