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亮光荣与梦想的节日背后，寄托着

党和人民对记者这一行业的重托与期待。

作为党报的一名新闻记者，在从事新

闻采编工作的 16个年头里，我踏遍了吕梁

的山山水水，感触颇深，曾有过面对采访

对象时的手足无措，经历过熬夜加班写稿

后的身心俱疲，也有过新闻稿件首次发表

后的欣喜和自己取得成绩受到肯定以及

作品获奖后的兴奋，但更多的是自己对新

闻行业的热情、期待和憧憬，以及深感从

事新闻这一职业责任重大的强烈忧患意

识，还有自己对新闻事业的无限热爱和执

着追求。

还记得曾采写过总把“小康路上，绝

不让西程庄村落下一户人家”挂在嘴边的

孝义市下堡镇西程庄村村支部书记程厚

福。作为村里的致富带头人，程厚福办下

了下堡镇第一个通过审批的村办煤矿，引

进了华旺矿业有限公司和重型耐材公司

两个亿元企业，在村里建起了小学、幼儿

园、日间照料中心。还有总是逢人就说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孝义市振兴街道

南辛安村的孟庆根。因为腿部有残疾，孟

庆根一家曾被精准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

户。为了能够早日摘下贫困的帽子，在村

干部和帮扶干部的帮助指导下，孟庆根养

殖了 10头肉牛，42只羊，承包了 25亩集体

土地。靠着一双闲不住的手、一双跑不软

的腿、一股用不完的劲，孟庆根一家光荣

脱贫，人均收入达到 2万余元。

新闻工作者是和时代联系最紧密的

人，我们见证着社会前行的每一次跨越。

我很庆幸可以用手中的笔记录下他们的

精彩点滴和变化。在这个温暖的节日里，

我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不忘

初心、砥砺前行，努力做党的政策主张的

传播者、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

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

记者，点亮光荣与梦想
□ 本报记者 罗丽

感受时代脉搏 记录身边故事
□ 本报记者 王涛

学会倾听 寻求共情
□ 本报记者 刘子璇

这两年的“苦”与“甜”
□ 本报记者 高茜

作为一名记者，记录时代强音，写好吕

梁故事是义不容辞的职责。通过实地采

访、现场了解，我深刻地感受到了近年来吕

梁经济转型所取得的巨大成绩，更加全面

地了解了吕梁产业结构调整所发生的巨大

变化，更加直观系统地领悟了吕梁高质量

发展给人民群众带来的获得感、幸福感。

近年来，吕梁始终保持转型发展的定

力与恒心，主动调控煤炭产量强力推进转

型，积极适应环保约束强化形势倒逼转

型，聚焦重点领域持续发力引领转型。采

访中所看到的一个个高精尖项目，一个个

新特优产业，无不令人心潮澎湃、热血沸

腾。近年来，我市在城镇化建设方面同样

取得了巨大成就，市区公园面积不断扩

大，道路交通持续改善，老旧小区提质改

造，市民群众幸福感大幅提升。通过采访

周围群众，我深刻地感受到大家对城镇化

建设带来巨大变化的由衷喜悦，对共产党

领导的由衷拥护。

吕梁在转型发展和城镇化建设方面所取

得的成就，充分彰显了我们党领导的政治优势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特

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吕梁在实现“两转”基础

上全面拓展新局面，从一个区域印证了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真理力量。

我深切感受到只要我们始终高举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

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

提出的“五项重大任务”，坚决贯彻党中央和

省委决策部署，吕梁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作为一名党报记者，我将坚定韶华之

期的信念，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埋头苦

干、砥砺前行，以信仰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以如磐初心凝聚奋斗伟力，接续谱写新的

百年华章！

人们常说：“当记者挺好，哪里有热闹

你们就去哪里。”想要拟一个华丽的标题，

一串可泣的采访史，一段催泪的文字，而

提笔许久，竟想不出该选取哪段故事写一

写。翻阅相册里的照片，才发现从 2021年

10 月到现在，在记者岗位的这段时间里，

没有华丽的转身，没有绚烂的精彩，有的

是“踏实”二字，有的是奔走在田间地头里

的坚持，有的是不一样的“苦”与“甜”……

这两年有“苦”，苦在其不确定性，苦在

一次次临时安排的会议，一场突如其来的调

研，苦在可以很容易打乱平时工作和生活上

的既定节奏和自我部署，苦在一直存在“知

识恐慌”，一直觉得自己的知识储备在遇到

采访时捉襟见肘，苦在有时候不知道如何用

丰富的知识积累去战胜这种感觉。但这两

年有“甜”，当穿行在田间地头里，在大自然

里工作时，那一刻是欣喜的，因为可以亲身

感受老百姓在产业结构调整的红利下露出

的幸福笑容。同样，出现在村民的羊圈、牛

棚、鸡舍里时，虽然味道有点“独特”，但是老

百姓的事业搞得好不好，通过我们的笔尖都

能展现出来时，那一刻觉得什么都是值得

的，那一刻觉得日子是甜的。

是啊，在庄严的“两会”上，在热闹的

“酒博会”上，在市里重点项目启动仪式的

现场，在大型活动的舞台边，在清晨鸟鸣

的山路上，在深夜职守的帐篷旁……每一

次调研、每一次采访、每一篇报道中，多多

少少都留下了属于自己的足迹，也正是在

这样日复一日的工作中，让我充分感受到

了记者的“甜”。正是这样的热爱与坚守，

我也坚信在以后的许多年里，我还是会带

着脚下的泥，在日升月落的每一天分享收

获和希望，去感受这个岗位更多的“苦”与

“甜”，书写更多动人的新时代吕梁故事。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

深秋的清晨 5点多，整个城市还在夜的环

抱中，环卫工人薛小娥已经在路上扫了一

个多小时。寒露一过，石楼县灵泉镇车家

坡村迎来了谷子大丰收，抢收谷子的谷农

们不再是挥舞着镰刀在地里忙碌，而是开

着大型拖拉机热火朝天的投入到收割现

场中。大家只盼着未来一周是晴朗的好

天气，顺利地晾晒好刚收获的谷穗。

正是因为记者这份职业，让我得以有

机会走近他们身边，用自己的笔描写他

们，用镜头记录他们。正是在这样细微的

记录中，不知不觉，我成为记者已经有十

个年头。

当记者这十年，我到过吕梁最偏远的

山村，从碎石子路、烂泥巴路到柏油大路、

“四好”公路，我见证了大山深处通了车，

亲眼目睹了吕梁大地上重点项目火如荼

的建设，吕梁山护工洋溢着幸福的笑脸走

出大山，干部群众从脱贫到乡村振兴的接

续奋斗……

感谢这份职业，让我结识了很多人，

有走路很快说话很快的村委书记，有离开

繁华都市扎根山区的博士，有脸庞晒得黑

黝黝的农民……通过这份职业，我看到了

更多的善与爱、拼搏与追求：受灾之后第

一时间去救援的消防官兵，组织购买农产

品的机关干部，无私捐钱捐物的企业家，

三十年如一日坚守在乡村的村医……这

更是吕梁儿女对“吕梁精神”新时代的回

响。

岁月之河淙淙汩汩，奔涌不息，许多

鲜活的新闻正在发生，而我去探寻去记录

的故事也不会暂停，未来的道路上，我将

继续怀揣着对这份职业的热爱，讲好更多

的故事。

心有所向 行在路上
□ 本报记者 刘小宇

十年留痕，在笔尖也在心间
□ 本报记者 阮兴时

11月 8日，又是一年记者节。从事

新闻工作以来，我有幸记录着基层党员

干部、白衣天使、普通百姓群众的故事，

有幸见证着时代的发展、城市的进步、

人民生活的改善，并尝试用生动的笔触

将新闻内容传递给读者，在实际行动中

认真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对新闻记者提

出的殷切希望，努力做党和人民信赖的

新闻工作者。

2017年 6月 21日，习近平总书记带

着对老区人民的深情牵挂，带着对红色

土地儿女的深厚感情视察山西。2018
年 6月 22日，我和同事沿着习近平总书

记考察的足迹，从城市到乡村，一路回

访，一路感受，看到日新月异的发展画

卷，听到老区人民发自肺腑的深情话

语，感受到这片热土上涌动着的不负总

书记嘱托、加快发展的奋进激情，采写

了长篇通讯《在红色土地上书写崭新篇

章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考 察 老 区 回 访

记》，在 社 会 上 引 起 热 烈 反 响 ，2019、
2020 年、2021 年又采写了全市“牢记嘱

托感恩奋进”的专稿，使习近平总书记

关怀老区人民的这一重大新闻事件宣

传得到了持续升华。

2020年，欢乐祥和的春节被突如其

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笼罩上了恐惧的阴

影。关键时刻，我将个人安危抛在脑

后，义无反顾地冲到了抗击疫情前沿汾

阳医院，写出了《战“疫”——山西省汾

阳医院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工作纪实》等

报道。后又多次深入医院、学校、车站

和农村等疫情严重的每一个火线，对英

雄的人民齐心协力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的最新动态进行了及时的宣传，写出了

《一墙之隔的守望》《“逆行”天使》等数

十篇来自火线的报道，使一大批“最可

爱的人”谱写的生命赞歌展现在全市人

民面前。

2016 年，我们深入偏远农村，了解

当地民营企业提供技术与渠道，当地一

家银行出台肉牛养殖行业小额互助担

保贷款，实现了农户增收、企业增效、银

行减少风险增加收益的“三赢”目标，农

户生产、生活上发生了巨大变化，体现

了脱贫致富道路的新路径。我采写了

《一次合作实现“三赢”——文水龙头带

动金融助力发展特色养殖业的成功实

践》，报道刊发后，该县龙头企业担保、

银行贷款、农户养殖合作共赢的新路子

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很多农民主

动联系企业了解情况，加入企业产业

链，使这种合作模式得到进一步推广。

生逢伟大时代，投身伟大征程。我

们这一代媒体人，有幸处于一个大变

革、大发展、大融合的时代，许多鲜活的

新闻正在发生，而我们一直在路上。感

谢报社，感谢自己，感谢所有的努力与

奔忙，仿佛汇聚成光和爱，照耀着这个

难以复制的伟大时代。

当记者，首要的就是要跟人打交

道。每一次跟陌生的采访对象面对面

交谈，快速消除与采访对象的疏离感，

让对方敞开心扉与自己真诚交流，从而

捕捉有效内容，对于我，一个实实在在

的“社恐”来说都是挑战。

几年前，报社组织开展“讲脱贫故

事、晒幸福账单”采访活动，我被安排到

临县丛罗峪镇杨家坡村一户贫困户家

采访。与平常的农村家庭不同，这户人

家“当家的”是妻子。十几年前，家里的

“顶梁柱”丈夫因为一场车祸瘫痪在床

上，生活不能自理，因此家里的开支全

靠女主人养羊来维持。当我走进家门，

见到这位“厉害”的大姐时，她正在忙着

给丈夫端饭，收拾家里。见有人来，大

姐顿时局促起来，紧张地招呼我坐下，

准备去给我倒水。

看着踏实吃苦、勤劳能干的女主人

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我向她表达了

自己的钦佩，赶忙拉着她的手一起坐

下，聊起了家常。她也逐渐放松，打开

话匣和我聊起了家里的故事。她讲着

夫妻二人从闻名乡村的“养猪能人”到

丈夫车祸后四处欠债关闭猪场，讲到自

己从一位大门不出的家庭妇女到忙里

忙外操持家中大小事情，还讲到自己单

打独斗到村民、干部施以援手帮助她脱

贫增收……这位憨厚朴实的大姐一边

流泪，一边讲述这些年发生在自己身上

的故事。看着大姐满眼泪水，在认真聆

听的同时我竟然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红

了眼眶。最后大姐感慨地跟我说有一

句话是“学习全凭自用功，老师不过领

路人”，而她想说的是：脱贫要靠自用

功，政策就是“领路人”。大姐的这句

话，我立刻记在心里，成为了我文章的

标题。

做记者，走进现场容易，走进心灵

就需要学会倾听、学会共情，这样采访

才能贴近实际，也只有这样的报道，才

会让读者愿意去读。因此，我也把共情

能力当做是我记者采访生涯的必修课，

一直努力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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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有梦，眼里有光，脚下有力。他们，是一个个体，每一天，用自己的笔触和镜头，记
录时代变化，传递社会声音，守护公平正义。他们，是一个群体，记录着经济社会发展的跨
越和变迁，传播着一个个直抵人心的暖人故事。在记者节之际，让我们聚焦他们，把那些新
闻背后的故事讲出来！

见证时代，他们在路上

编者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