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是一名仅有 9 年记者生涯的年轻

记者，从初出茅庐到成熟稳重，这个时间

段经历了太多让我难忘的故事。

六年前夏天，我和同事驱车去石楼县

采访一贫困户。村内山路陡峭环绕，而且

土质稀松，行驶至一个急转弯陡坡时，我加

油没有及时，前保险杠一下卡住动弹不得，

后轮胎仅离山沟只有六七厘米。

当时要采访的村民见状，赶紧叫来几

个人一起帮忙，两个人把砖头垫在后轮胎

下，我驾驶车辆加油往前挪动，其余几人

在后面推，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来回挪动，

车辆终于进了村民院子里，稍作休息后，

我们也顺利完成了采访。这也是在采访

途中遇到安全隐患的一个缩影。

不管前方什么情况，记者肩负的使命始

终是风雨无阻。这也让我常常想起老一辈记

者同志们的谆谆教导。“只有深入基层一线，

你才能听到、看到、感悟到最真实的情况。”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人们

避之不及的时候，作为记者，我深入医院、

火车站、汽车站、飞机场、隔离病房等高危

感染区域进行一次又一次的采访。当看

到医院的医生护士们穿着密不透风的防护

服一天都不能上厕所时、当看到火车站的

工作人员一遍又一遍的检查时、当看到隔

离病房的患者接受治疗时，我知道自己的

责任和使命驱使着我该干什么。

疫情这三年，我始终冲锋在前、勇挑

重担，就是在这样一次次充满挑战的采访

中，我感受到当一名记者的苦与乐，磨砺

与成长。对一位年轻记者来说，这不仅仅

意味着成长，更意味着责任。

记者，承载着一份光荣使命，在新时代

潮流中唱响主旋律，讴歌新时代。记者要用

笔和镜头记录伟大征程中的感人瞬间，讲述

新时代里的奋进故事，这就是我的向往，我

的追求。

一路上有风有雨，还有欢声笑语
□ 本报记者 王洋

你想当怎样的记者
□ 本报记者 白凯冰

再访张家塔
□ 本报记者 康桂芳

新闻路上的成长与蜕变
□ 本报记者 韩笑

当我写完这篇文章，脑海里蓦然蹦出

一个问题，我想当怎样的记者？从事记者

行业已经两年，时至今日觉得自己仍然是

一名新人记者。从最初采访时的忐忑不

安、无所适从到如今大胆与人交流，与各行

各业的工作者成为朋友，但同时，我仍然认

为自己距离好记者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就在上周，我参加了人民日报社山西

分社“行走黄河看吕梁”活动，在兴县、岚

县和方山县采访，跟随着同行业中最权

威、最优秀的前辈们重新学习“采访”这一

记者的最基本能力。在兴县晋绥边区革

命纪念馆，人民日报社的记者在场馆中认

真参观，仔细聆听馆员讲解。这座有着重

大历史意义和新闻意义的红色文化教育

基地我已经来了四五次，但这次作为一个

参观者，听着前辈记者对吕梁人民对革命

作出的贡献而感叹时，我对晋绥边区革命

根据地有了更深刻、更自豪的认识。

在岚县和方山县，每到一个村落或者

企业，前辈记者们有的拿着采访本、有的

拿着录音笔、有的拿着摄像机奔走拍摄，

听着前辈们刨根问底、深入挖掘村企特

色，不断向受访者抛出一个个问题，他们

如同相知相识的老友一样，仿佛能无话不

谈交流一整天，这着实让我感受到自己在

采访中一直都是不求甚解。再看到《人民

日报》最后呈现出来的新闻作品更是让我

目瞪口呆、羡慕不已，什么时候自己才能

在短暂的采访时间中，访出重点、写出亮

点，讲好基层故事。

身为一名党报记者，身为自己家乡的

一名记者，我需要更了解党的政策讲好宣

传，需要更深入群众间寻好故事，需要更

不厌其烦写好作品。把这片红土上有血

有肉的人物和有情有义的故事宣传出去。

2021 年 10 月，我来到吕梁日报记者

部，自此开始了一名新闻“小白”的全新探

索。依稀记得第一次参加政务报道时的

惴惴不安和第一次与采访对象沟通时的

吞吞吐吐，记得每次开始写稿前的迷茫与

慌乱，记得每次交稿后都悬着一颗心生怕

哪里出了差错……时至今日，我仍在慢慢

摸索着如何当好一名记者。

两年里，身处记者这个岗位也让我有

了许多特别的体验。创城期间，我跟随志

愿者们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十字路口，

一同体验志愿服务的充实与忙碌；两会期

间，我奔走穿梭在各个会议现场，感受着争

分夺秒写稿的紧张和压力；疫情期间，我曾

穿上密不透风的防护服在吕梁市会计学校

采访中志协应急委吕梁服务队的队员们；

高考期间，也曾站在考场外与焦急等候的

家长们聊聊家常……不得不说，当记者确

实是个充满新鲜与挑战的工作。

当记者的这两年，我独自一人走过了

吕梁的许多角落，看过许多风景，也在无

数次的采访中下了许多难忘的回忆。我

曾在春节前夕走进农贸市场感受城市浓

浓烟火气，也独自一人驱车驶过蜿蜒曲折

的山路与最淳朴的农民在田间地头对话，

更在黄土漫天的项目施工现场感受过我

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脉搏。两年里，

采访、写稿、改稿，成了我生活中的“一日

三餐”。700多个日日夜夜里，我用脚步丈

量着吕梁的每一方热土，这方热土的鲜活

灵动，也激发了我源源不断的新闻敏感，

馈赠了一篇又一篇沾泥土、带露珠的生动

新闻稿件。

在这个繁琐又平凡的岗位上，我依然

怀揣着最初的热爱和憧憬。在今后的工

作中，我将继续出发，讲好吕梁故事。

刚入职的几天，单位专门为我们组织

了新闻培训。坐在会议室，听老前辈们讲

述他们当记者的故事，其中充满了辛苦，

但也有着欢笑，也让我对未来的工作充满

了好奇与期待。

培训结束后，主任安排我和另一位同

事一起去参加会议。这时的我，感到十分

紧张，心里也忐忑不已，自己本来就不是

新闻出身，再加上刚入社会没有什么工作

经验，总害怕把工作给搞砸了。会议在第

二天的下午，而我却已经把办公室桌上的

报纸翻看了无数遍，试图从以往的稿件中

看出一些门路。会后，在同事的指导下我

写出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篇新闻稿，虽然

有许多错误与不足，但心里却感觉如释重

负。

之后的采访与工作中，我一边和同事

请教，一边在网上、书中学习技巧，虽然难

免还会出现一些问题，但比起第一次已经

好了许多。两年时间里，我见证了一个又

一个重点项目从签约到开工再到投产达

效、一个又一个惠企利民政策的出台落

实。在临县城庄镇的香菇大棚里记录农

技专家为养殖大户解难题；在石楼县车家

坡的山顶上里看农民收割谷子；在道德讲

堂听模范们的感人事迹；在中共中央西北

局旧址，与红色宣讲员共话红色历史，回

忆峥嵘岁月，感悟红色力量。年轻的我也

与无数人相遇，他们是村社区干部，是医

护人员，是人民教师，是企业骨干……

在一次次的采访中，我感受到当一名

记者的苦与乐，泪与笑，磨砺与成功，发出

的一篇篇新闻报道，让我倍感内心的充实

和喜悦。我也将继续履行好新闻工作者

的工作与使命，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不断

学习与进步，讲好每一篇“吕梁故事”。

十年光阴 不变初心
□ 本报记者 冯凯治

在新闻工作中不断成长
□ 本报记者 刘华

每年的 11月 8日，是一个属于我们

的特殊的日子。从踏进新闻行业那天

起，如今已经过了十个年头。回想这十

年里的工作经历，我感悟颇多。

记者是我的第一份职业。初入新

闻行业，对记者真正的含义并不懂，只

知道盲目地仰慕记者的光辉与自由。

于是，这个蜕变的过程变得极为漫长和

艰辛。十年的时间过去了，我终于明

白，大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着力营造

更和谐的社会环境，使我们的社会更文

明、更进步，是记者不可推卸的职责与

使命。

现在回想起十年间的采访，我很荣

幸可以用自己的笔头记录时代的变迁，

也很荣幸可以用自己的文字号召人间

盛情。

十年所流过的汗水和泪水，让我

切身地感受到做记者的艰辛与痛苦。

所经历的劳累、疲惫、委屈、欣慰，酸甜

苦辣全都浸透在一篇篇具有新闻价值

的文章中。当精心采写的《史家堡村：

十元份子钱、礼轻情意重》稿件获得村

民集体赞扬时；当我的新闻作品获得

各类新闻奖时；当名字成为文章的金

字招牌时，心里骤然涌出的那份收获

累累果实的自豪感，便犹如母亲经历

了孕育和生育阵痛之后，抱着哭声响

亮的孩子时那样甜蜜。而当我看到自

己的文字对这个社会或者某一个人产

生些许影响时，我便懂得了自己的价

值与追求。

犹记得有一次基层采访归来，我在

车上把沾满泥土的皮鞋擦的锃亮，单位

领导看到我衣鲜亮丽，并不像“走进田

间地头、深入基层采访”的状态，当即对

我进行了批评。在领导看来，作为记

者，不应该是穿着亮丽皮鞋从基层回来

的，党报记者的优秀新闻作品，是用脚

踩出来的，只有脚上沾满泥土，“新闻”

才会接满地气，内心才会充满感动。

这次“皮鞋”教育让我至今记忆犹

新，作为新闻工作者，我会比其他同胞

更深刻地感触到这个社会的温度，也可

以以自己的绵薄之力为社会增添正气

与温暖。

十年的新闻工作经历，让我此生不

悔当记者，来世还做新闻人。

刚做记者时，我走访过张家塔。

11月 1日，跟随人民日报社山西分

社“行走黄河看吕梁”活动再次踏上方

山县张家塔村。早上 8 点一早从岚县

出发，10 点多就到了张家塔村口，车没

有停留直径开到了村中心停车场。

还未下车，老远就听到了讲解员赵

建花的声音，她已经早早等候在村头，

记得上次她说，“想把村里每个故事讲

给游客听。”不一会她脸上的笑容就被

人群紧紧包裹着，人流也随着她的讲解

穿梭于一个个甬道。

“呀，小康记者也来了！”人群中，村书

记王军峰看到了我，热情走上前和我握

手，“村里的河道已经修了多半，你看！”他

用手指着村沟底的河道，热情地给我介绍

工作成果。只见远处一台大型的挖掘机

正在作业，河槽岩壁上一块块整齐的岩石

在太阳的照射下明晃晃地刺眼。

找了甬道旁边椅子就近坐下，这才

注意到原来的旧窑洞已经改造成了休

息室，屋里摆上了咖啡机、饮水机，游客

走累了便可以停留，好不惬意。向远望

去，墙面上一排排红灯笼，给秋日的村

庄增添了不少亮色，原来破旧的戏台也

变得崭新。

快到中午，王军峰书记热情地招呼

人们到游客中心楼就餐，“我上次来才

刚装修好，没想到现在就已经开始营业

了呀。”在惊喜之余又问他，“上次您说

要盖一个花园，现在进展如何？”话刚

落，王军峰书记就抢过话茬，已经改好

啊，现在带你看看！从屋内向外望去，

一座中式凉亭小院展现眼前，“现在就

差铺设一些草坪”，王军峰书记黝黑的

脸上笑出了几道褶子。

饭桌上地道的农家菜让来访的朋

友们吃到了心坎上，与乡村有关的记忆

被逐渐勾起，最终又归结到乡村振兴这

一重大命题。王军峰书记和赵建华变

换成了服务员，进进出出忙活着。

“这是咱村返乡创业年轻人赵卫星

养的五黑鸡下的蛋，大伙赶快尝尝！”王

军峰书记把一大盆鸡蛋端上桌，他说着

话顺手拿了一颗鸡蛋塞到我手里。记

得第一次采访赵卫星，1000多只五黑鸡

还都是小鸡仔，看着手里的鸡蛋，一股

暖流涌上心头。“想什么呢，你采访过的

呀！”王军峰书记催促我赶紧尝尝。

从乡村出发，从老百姓需求出发，

这一次到访让我对这句话又有了新的

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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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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