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手记

亦创新
亦尝试

□ 冯海砚

这期《新观察》的选题关注的

事情是关于吕梁市两会的相关东

西，最先确定的题目是《今年两会，

代表委员文件袋里装着啥？》，后来

记者在深入采访、走访几个代表委

员后，思路开始慢慢转变，采写的

内容以及稿子的基本框架也有所

改变，最后基本定型的稿件与最先

拟定的题目有出入，于是就有了现

在的这篇稿件。

这篇稿件看似写事，写代表委

员在“两会时间”关注的东西，但实

际上是写人，写的是代表委员在两

会上的表情和风采。

新闻的第一要素是人，凡是有

人在其中活跃，都要闻其声，见其

人，都要有其行动及变化。这一点

在稿件中的每一个画面，以及记者

采写的每一个人物中都可以看到、

嗅到、品到。

稿件从先前的策划到最后的

成型，最初的灵感来源于彭斌社长

在吕梁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四次会议和政协第四届吕梁市委

员会第三次会议开幕前夕的宣传

报道安排部署会上的动员要求。

按照他的想法就是希望记者编辑

能够突破原先对类似两会这样的

重大新闻、常态报道条条框框的定

位，脱离程式化，固定模块，能够从

写法上、拍摄方式以及编排手段等

方面尝试创新，走出传统做法，写

出好报道，策划出好版面。

这篇稿件内有现场、有场景、

有氛围、有声音，各种互动、动态变

化应有尽有。

把叙述由静转动，以动带静。

把该讲道理、烘托气氛的地方平铺

直叙，或者从小切口切入，即使是宏

大叙事式的新闻，宏大的是主题，叙

事讲故事必将让新闻“动”起来。

此刻，是尝试，也是一次开始！

沉甸甸的“行囊”装着的是沉甸甸的责任。

3 月 28 日下午，市政协委员刘小平在参加

完政协第四届吕梁市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后，没

有在吕梁市区逗留一个晚上，而是简简单单吃

了个便餐后就回到驻地酒店收拾行李准备回

家。

行李中多了不少东西，但对于刘小平来说

最有意义的是会议期间会务组下发给各位代表

委员们的一些文件和报告，还有在报到时领取

的各类证件。刘小平小心翼翼地将这些文件和

证件码放在行李箱最底下，生怕折了页、起了

褶、破了皮。

“东西多了反而觉得行李轻了。”在刘小平

看来，能够把自己的心声带到两会，把自己关心

和关注的事情说出来、讲出去，心中的一块石头

总算是落了地。

和刘小平一样，心底敞亮了的还有分别参

加吕梁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和政

协第四届吕梁市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的人大代表

和政协委员们。

从 3 月 28 日起，他们陆续拾起行囊返回自

己的工作岗位。

一个梦想

一个礼拜前的样子，时间是下午五点多。

在临县南关小学一课堂上，刘小平正在为

学生们讲解剪纸技巧。虽然离市两会开幕还有

四五天的时间，但刘小平的思绪早已经飞到了

两会的现场。

今年 57 岁的刘小平是临县剪纸非遗传承

人、临县剪纸协会会长，也是中华文化促进会剪

纸艺术专业委员会会员、山西省剪纸协会理

事。每年的市两会时间临近，她都会提早琢磨

在参会的时候携带的行李箱里该装些什么？

3月 25日是参加政协第四届吕梁市委员会

第三次会议的委员们报到的日子，记者事前约

好了刘小平要见见。见到她时，她把整个行李

箱翻了个底朝天，给记者介绍她的“行囊”。

行李箱内大大小小的剪纸作品有大几十

副，有的用一个小夹子夹着，有的则平铺夹在一

个小本子和书中。箱里面还有一个小包，包内

是一些剪纸用的纸张和一把小剪刀。记者不经

意地问刘小平：“这把剪刀用了有多长时间了？”

刘小平一时半会没能答上来，随口和记者说：

“反正我出门，它也跟着出门，我在哪里，这把剪

刀就跟着在哪里。”

一把剪刀、一刀宣纸是刘小平出行时行李

箱里的“必备物品”。

刘小平用的宣纸是一款叫“万年红”的洒金

宣纸。这款纸硬度足但又不失柔韧性，她拿出

一些自己用过的边角料向记者展示，嘴上还不

时地嘟囔着，“你看这个红色儿，红得那叫一个

喜庆、透彻！”

2019年，政协吕梁市三届五次会议期间，刘

小平被吕梁市政协评选为“最具网络人气政协

委员”，这与她的工作业绩有很大关系，对于刘

小平来说更应该感谢行李箱里的那把剪刀和那

些宣纸。

剪刀和宣纸如何成就了刘小平？从小就喜

欢剪剪画画、喜爱剪纸艺术的刘小平为了让剪

纸文化得到更好的保护和传承，从 2016 年开

始，就陆续为当地小学、高中、职业学校、农村的

剪纸爱好者进行免费培训。目前，她的学生达

到了 1500多人。

“我是走到哪里就剪到哪里，就是要让剪纸

艺术随时随地传承。”前前后后八年多的时间，照

这样计算一下，这个数字也不算多，但是刘小平

的这席话不得不让你为她的执着、坚守所折服。

八年，1500 多人，一年不到 200 人的样子。

一年能把 100 多人聚集在一起去做同一件事

情，或者是让这些零零散散的人自发地选择去

传承和保护剪纸艺术，这样的行为不让你折服

吗？

提及令人折服的人，吕梁市人大代表郭雪

梅也算得上一个。

郭雪梅曾经是一位地地道道的环卫工人，

现在主要负责离石区信义镇一带的环境卫生监

督督查工作。郭雪梅每天要组织环卫工人清扫

大街小巷，维护各个村庄的卫生环境，然后还要

挨个检查各个点的卫生指标是否达标。“各个村

来回跑，偌大一个乡镇一共 20 来个行政村，一

道下来，大半天就过去了。”郭雪梅说。

平日里，郭雪梅也是一身橘色工作服。只

有在参加市两会的时候才舍得把柜子里的一身

深黑色大风衣拿出来。每次出发前，她都会反

反复复整理袖口、裤脚，因为她明白自己代表的

不仅仅是自己。

郭雪梅的包内装着几本书和一个不知道翻

了多少遍的笔记本。郭雪梅说：“我就是一名环

卫工人，文化水平不高，自从当上了人大代表，

总觉得要好好学习，把党和国家的政策方针吃

清吃透，这样才能更好地去履好职。”

郭雪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渐渐

地，村庄的每个犄角旮旯都成了她的“履职窗

口”。很多时候，环卫工人们休息时，郭雪梅就

主动凑近他们聊薪资待遇，谈生活保障；有的

环卫工需要更换清洁工具，郭雪梅就跟他们唠

怎么去改善工作环境……作为一名管理员的

她，平时工作严肃认真，容不得出任何岔子。

而私底下却又是满脸笑容，像个自家姐妹，用

最接地气的方式收集着环卫工朋友们的诉求

和愿望。

2021 年 10 月 27 号，吕梁市人大开展“我为

群众办实事”活动走进离石区信义镇人大联络

站，作为市人大代表，郭雪梅提出了“一元公交

进乡村”的建议。很快，在吕梁市人大和各相关

部门的共同见证下，离石区“一元公交”城乡全

覆盖正式启动。

这或许与郭雪梅包内的那几本书和笔记本

上的写写画画多多少少有点关系吧！

为了谁

刘小平和郭雪梅的行囊中装着的更多的是

自己的一个梦想。

这个梦想，是作为一个人大代表和政协委

员在担负深刻使命的过程中内心深处自发而

生的一种不折不扣的担当。刘小平说，她只是

用自己的爱好和手艺去做每个人都需要去关

心的文化传承和保护。因为传统文化记录着

历史、反映着生活，也承载着人们的经验、智慧

和共同情感，不可丢、丢不得；郭雪梅则不然，

硬是使着性子去往脑袋装一点知识，让自己成

熟起来、成长起来，把更多的建议提出来，哪怕

是为了自己，为了那些像自己一样深处基层一

线的环卫工人，为了自己生活的农村环境能够

更好一点。

张安才又是为了谁？

3 月 25 日下午，在政协第四届吕梁市委员

会第三次会议报到现场，市政协委员、吕梁市久

久爱心公益协会会长张安才被媒体记者“堵”了

个正着。

面对媒体记者的“长枪短炮”，张安才有条

不紊地拿出了手机，一边滑动着相册中的照片

一边介绍着：“现在有 90%的老年人选择居家养

老，而子女多数不在身边，导致空巢老人逐年增

长，社会的压力和负担也会越来越大。我想呼

吁更多的社会公益组织参与养老服务体系建

设，有效减轻社会养老服务的压力。”

张安才的回答看似简短，但从一张张照片

中不难看出他对社会公益事业和养老事业的热

爱。当天晚上 8时，记者再次联系到张安才，想

听听他每张照片背后的故事。

来到张安才的房间，可以看到他的行囊仅

有一个文件袋。“我的‘宝贝’都在手机里。这些

年来，我们走社区、进乡村、到基层，几乎每次活

动我都会拍些照片留作纪念。”在张安才的手机

里，有慰问农村孤寡老人、留守儿童的活动照

片，也有他与新疆困难孩子在一起的场景。

每张照片都会勾起张安才的一段回忆。滑

到一张新疆学生在用上全新课桌的照片时，张

安才激动了起来，“我第一次走进新疆莎车县的

这个校园时，看到学生的桌椅磨损严重，听说已

经二十多年没有更新了，心里顿生一个想法，就

是马上筹备捐助课桌的事情。”

“自己受过的苦，不忍心也不愿意让孩子们

再受一次。”从小吃百家饭长大的张安才直到现

在已经帮助 200多个困难学生。

“一位 2018年受资助过的学生找到我说，她

刚参加工作发了工资，第一时间就想到资助更多

的困境孩子，想把爱心延续下去。”看着自己曾经

捐助过的学生长大后成了自己，那一刻，张安才

更加坚定了做公益事业的决心和信心。

“我的目标是到 70岁的时候，可以帮助到 500
个困难学生。”如今，已年过半百的张安才几乎把

全部身心投入到了公益事业，他的助学扶困触角

还延伸到了新疆、西藏，走出了国门到过南非。

如果说，刘小平和郭雪梅行囊中装着的只

是一个随心追随的梦想，那么张安才手机里装

着的又是什么？

“有盐有味”

刘小平、张安才，郭雪梅有一个共性，那就

是笃定做一件事情就不曾后悔过，而且一直坚

持不懈。尽管有人质疑、不理解，甚至会问他们

图什么，为了什么，但他们最后都选择默默无

闻，坚持走下去。

参加吕梁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

议的省人大代表、市人大代表梁耀奎是汾阳“三

八八”宴席吕梁市市级非遗传承人，在与他的交

谈中，字里行间同样可以感受到对事业一如既

往、始终如一的坚守。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梁耀奎出生在汾阳市

的一个小山村，家境贫寒。那个年代，吃了上顿

哪敢去想下一顿吃什么。14岁那年，梁耀奎不

得不跟着当地一位做传统宴席的老师傅走街串

巷，当学徒、打杂活，干起了厨子。“那时候想得

更多的是能填饱肚子就行，而且学厨子当时在

农村也算是一门正经手艺。”梁耀奎说。

一干就是四十多年。梁耀奎没有想过自己

会做大半辈子的厨子，而且还有了自己的饭

馆。现在的他是汾阳市餐饮旅游饭店行业协会

名厨委名誉主任，他把更多的时间用来研究传

统糕点，他还是汾阳传统糕点月饼非遗传承人。

梁耀奎随手递给记者一块自酥点心，记者

在一旁还没来得及品味出个子鼠寅卯，他却拉

开了话匣子，从自酥枣木模具的历史感到自酥

流传的点点滴滴故事说起，记者品得有味，他讲

得更有味！

相比较而言，梁耀奎比刘小平、郭雪梅、张

安才，带给两会的东西更“有盐有味”。这一“有

盐有味”体现在他的一份建议上。今年 58岁的

梁耀奎，时刻关心着食品安全，今年两会，他带

来的是《关于加强对预制菜食品安全监管，促进

预制菜产业健康发展，保障人民群众食品安全

的建议》。

从学厨到传承，从创新到发展，从盯着案板

上的事情到关心食品安全，这位厨子操心的不

再只是后厨的事情，而是厨房以外关于饮食安

全，以及人们营养健康方方面面的事情。

这是梁耀奎的蜕变，更是梁耀奎的高度！

是传承，亦是推广

然而作为一名戏曲人，做了大半辈子舞美

设计的褚建安的高度却不完全在于他本身对戏

曲布景创作的贡献，而在于他对戏曲艺术保护

的执着和坚守。

两会前，作为一名政协委员，吕梁市戏剧艺

术研究所所长褚建安带来了两份别样的手稿，

一张是吕梁市戏剧博物馆的手绘布展图，另一

张是正在编辑整理的一本叫做《吕梁优秀剧目

集萃》的书的手稿。

从手绘布展图上无不看出褚建安的绘画水

平。一条简单的线条，硬是让他画出了电脑的

精细精准；一个简约的美术字活脱脱地把他的

艺术高度展现得淋漓尽致。

手稿中提到的戏剧博物馆和《吕梁优秀剧

目集萃》是褚建安带给两会的别样礼物，也是

吕梁市戏剧艺术研究所今年重点抓的工作。

褚建安还希望市委、市政府能够在具有吕梁特

色代表性的旅游景点选址，利用景点中现有闲

置的厅室，打造吕梁戏曲非遗文化展示馆，增

设吕梁戏曲艺术展区、吕梁晋剧研究专题展

区、吕梁晋剧传习所等场所，把耳熟能详的吕

梁晋韵作为文化符号宣传好，让吕梁晋剧薪火

相传、大放异彩。

如果说褚建安的高度体现的是对文化的保

护和传承，那么市政协委员马宝珍的高度就在

于对文化的宣传和推广。

吕梁市图书馆副馆长马宝珍一直在图书馆

从事宣传推广、信息技术和社会教育等方面的

工作。长达 15年的职业生涯都是与图书相依、

与读者相伴、与文化相随。

马宝珍带给两会的东西更让人震惊。她带

着吕梁市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在代表委员驻地吕

梁宾馆一楼大厅铺开了架势，设立了吕梁市图

书馆两会服务点。

一台双屏借阅机，一台电脑，一台打印机，

以及桌子上各式各样的宣传折页，不仅为代表

委员提供查询借阅服务，而且还提供现场打印

资料，进行图书捐赠，电子书刊下载，馆藏数据

库查询等服务。

马宝珍有说不完的话，她更想做的事情是

推进“全民阅读”，通过自身的努力，真正建设一

个“书香吕梁”，这也是她的提案，被市政协选为

了“年度优秀提案”。

“小剪刀，咔嚓嚓，奶奶在家剪窗花。剪朵

梅花五个瓣，剪只喜鹊叫喳喳，剪出雪花漫天

撒，剪个福字头朝下。再剪一个胖娃娃，抱着鲤

鱼笑哈哈。”

你看，在临县李家坡地小学的课堂上，刘小

平又忙碌了起来！

你听，吕梁市戏剧博物馆内依稀散发着咿

咿呀呀的戏曲声，褚建安在摆弄着一件件活灵

活现的脸谱！

代表委员带什么上两会代表委员带什么上两会??
□ 本报记者 冯海砚 梁英杰 王瑞 王雅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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