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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初，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我和许
多同行们正月初二就返回了工作岗位。 为了及
时回应社会关切，村落、社区、高速路口、新冠
肺炎患者定点医院等，越是疫情严重、普通人
难以抵达的地方，我们越要向前。

疫情初期，防疫物资严重缺乏，我们常常
一个口罩要用上好多天。 到基层采访时，只能
人为保持距离，从医院回来后，总要来来回回
喷洒好几遍酒精才敢进屋，见到家人都要绕着
走。 每天一睁眼，社区、街道都充斥着大喇叭
声，号召大家不要外出、不要聚集，四处弥漫着

紧张的气息。
每天看着不断上涨的数字， 心中也

曾畏惧过，但从未迟疑，因为在现场，就
是记者的使命。 在现场，我被勇往直前的
记者同行们感动， 也被一波波逆流而上
的人们鼓舞着、感动着。 除了奋不顾身的
奔赴疫情重灾区的援鄂英雄、24 小时值

守卡点的志愿者等等， 在大家看不到的地方，
各级党委政府从未停下奔走的脚步。 防控措施
是否扎实、物资供应是否充足、生活秩序如何
保障、问题困难怎样解决，党政主要领导总是
带头深入战“疫”一线，想方设法破难题、找对
策，我们党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就在这样一
个个鲜活而具体的人群中凝聚和彰显。

从业 8 年，我怀揣着青葱年少时的新闻理
想，深入各行各业采访，与形形色色的人打交
道，看到过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普通人“英雄
式”的一面，也见证过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进程

中最具历史意义的瞬间。8 年里，我采访了将毕
生心血倾注在瀛湖、心无旁骛研究南果北移的
朱平风，记录了带着学生搞发明的幼儿园教师
江涵，关注过岚皋的呼叫产业、高新的监察改
革、白河的硫铁矿治理，每一个人身上、每一项
工作中都有闪光的东西，给人以心向光明的力
量和信心。8 年里，我见证了一年一度“两会”的
庄严和热烈、龙舟节的绚丽和精彩，经历了十
四运会的激情与速度， 记录过平镇高速通车、
富强机场通航、 西康高铁开工的历史瞬间，报
道过脱贫攻坚战中温暖人心的标杆和榜样。 身
处时代的洪流中，我常常为我们这座城市日新
月异、快步向前的发展姿态感动着，也为能够
有幸见证并记录这样的时刻和瞬间感动着。 因
为感动，追逐新闻理想的步履更加坚定，也因
为感动，所有烈日下的奔忙、台灯下的笔触都
有了意义和分量。

这些年，人们常常作出“记者，记着”的表

达，于我而言，记者二字不仅仅是名词，更是富
有力量感的动词。 身为记者要记着初心、记着
担当、记着使命、记着大众，依靠事实、细节，论
证、观点，调查、监督，用专业的力量输出恒定
的价值观、优质的内容。 尽管近些年媒体环境
在变，唱衰新闻、唱衰记者的论调甚嚣尘上，但
任何时代，优质的内容永远都是稀缺品，事实
的精准表述和观点的理性表达永远都是无可
替代的刚需。 众声喧哗中，变化越多，就越知道
什么是不变的。

新闻永远在路上，记者也永远在路上。 未
来，无论是党政会议室里的红头文件、新社区
工厂里的工人和玩偶、 建筑工地的钢筋和水
泥、乡间泥土里的果树和麦苗，还是那些回乡
创业的“归雁队伍”、那些颐养天年的老人、那
些没有创造壮举却依然乐观生活的普通人，都
将是我走在路上、持续聚焦的对象，它们是我
文字里的光，是不可或缺的力量源泉。

永永 远远 热热 爱爱 ，， 永永 远远 感感 动动
安安康康日日报报社社 肖肖兵兵

深秋的一个早上，会后从香溪路旁走
过，突然一股浓郁的香味扑鼻而入 ，动人
心脾，头脑瞬间清明，整个人霎时精神。 抬
头一看， 橘红色的桂花沉沉地挂满树枝，
好一树丹桂飘香！

压根儿也没想过，我跨界到了媒体行
业，成为一名新闻人。 学写文章，练习拍照
片，跟着一块儿做视频，从“IT”到“媒体”，
虽然经历了很大的跨度和艰难，但却收获
了许许多多如丹桂香一样的感动。

还记得今年夏末秋初，安康经历了多
轮强降雨天气，全市各县区几乎都被强降
雨“照顾”过。 惊心动魄的水库调度，工程
铲车“硬核”救人，搭梯子、拍窗户、背人出
来，“一个都不能少 ” ……我和编辑记者
们 ，连续值守 5 个周末 ，用视频 、图文形
式，记录了这一幕幕感人场景，见证了全
市上下有知无畏、担当作为、科学防汛、安
全度汛的全过程。

还记得刚来单位不久，我便跟着大家
一起穿越化龙山。 两天一夜、36 个小时，在
向导的带领下，逢山弯刀开路，遇水石头
搭桥。 在山顶领略了化龙山极美的风光，
在山脚体验了黑夜里摸着崖壁、一步一惊
心的恐惧。 让我感动的是，这一切———在
我们眼中的困难和恐惧，却是化龙山守护
者，乃至秦巴山区生态卫士的日常。 这一

切，我们用报和网呈现了出来，让更多人看到。
还记得 2020 年底，我和我们小伙伴的名字，随着《安康日

报》、安康新闻网，同“追车少年”一起，被《人民日报》点名，和
“国社”同框，刷屏互联网。 我深深知道，不是我们有多厉害，
而是那名“追车少年”不假思索、奋不顾身地奔跑追拦瞬间，
在报网平台的推举下，被传递到互联网，感动了全国人民，彰
显了安康新时代青少年的担当，体现了安康新民风建设的成
果。

在一次次的采访中，在一次次的“四力”锤炼中，这样的
感动还有很多很多。 作为新闻人，原创特别重要，但我一直在
思考，谁才是底层的“原创”？ 现在我明白，终极原创其实就是
生活里的“闪光点”。 这些“闪光点”犹如桂花香一样，不仅提
振了自己的精气神，也同样感动感染着别人，我们新闻人需
要做的就是发现和传递。

新闻人一直在新闻感动中。 “若多一个人看到视频，便多
一份警觉，多一份责任，多一份担当，也许就多一次提前撤离
的机会，多‘救一个人’。 ”周末一次值班，拖着疲惫的身体回
家，我在朋友圈写道，“相较一线救援人员，我们此时此刻辛
苦点又算得了什么。 ”

时光如梦，恍然间，从事新闻工作 10
余年了！

10 余年来，走过了无数的山山水水，
经历了诸多个春夏秋冬，有幸福，也有泪
水，当然更多的是感动。

记得初学新闻时， 所有的知识来源
于课本，所有的了解停留在理论，消息 、
特写、通讯，说起来容易，真正动起笔来，
反而难以下手。 为了补齐这一课，我开始
关注报纸，翻阅《陕西日报》《安康日报》，
通过对比，寻找自己的短板，慢慢地开始
写一些小消息。

写着写着就写出了感觉， 见到啥都想
写，接下来就是疯狂地投稿，一个版面一个
版面地投，生怕编辑遗漏，然而多数时候，
都是石沉大海。 碰壁之后，我想过放弃，就
在某一天，《安康日报》 的一位编辑打来电
话，告知我要多下基层，多到一线，多一双
新闻眼，脚上要多沾泥土，才能写出有意义
的新闻……听着听着， 我慢慢发现自己的
问题，接着他告诉我，一篇新闻就发一个邮
箱，编辑都很忙，还可能发重稿。

那一次，我深受启发 ，也渐渐明白 ，

写新闻不是一件易事， 必须要
勤看勤练勤走才行。

后来的一天， 我怀揣着感
动，写了一篇关于单位“创卫”
的稿子， 一共 506 个字。 一周
后，终于在《安康日报》上见到
了，虽然缩水到 58 个字 ，但毕竟第一次
见报，我还是非常欣喜。 为此，我到附近
的餐馆，炒了盘回锅肉犒劳自己。 也是那
次后，我不急于写，不急于投，而是先判
断有没有新闻性，即便是写了，也要对采
写的稿件反复甄别，不乱投稿，用更多的
时间研究稿件。

稿子投了， 就是耐心的等待。 那几
年，报纸还没有电子版，想知道稿子发没
发，还是要看报纸，因此，去邮政局等报
纸，就成了很期待的事。 飘着油墨气息的
报纸，竟成了那个年代最让人回味的事。

随着稿子见报次数的增加， 我也从
兼职写新闻变成了专门从事新闻宣传工
作，消息、通讯、评论、摄影，啥都在干，啥
都写。 印象最深的还是脱贫攻坚那几年，
我采访了很多典型人物， 他们为安康脱

贫攻坚努力奋斗的身影成了脱贫攻坚战
中最美的画卷。 双腿截肢的郑远志编织
扫帚忙增收， 他的乐观态度被我用镜头
记录下来，《人民日报》以“轮椅上，他开
出一条幸福路”为题大幅版面报道；广佛
镇闹阳村牧羊女金明菊自强自立创富
路， 我不仅写了新闻， 还写了纪实报道
《258 只羊》，获脱贫攻坚杯全国青年散文
大赛铜奖……每一个人物都了不起 ，他
们不仅感动着我，也感动着世界。

即将进入不惑之年的我， 在感动中
前行，在新闻中前行，在记者和老师的帮
助中前行，在采访对象的鼓励中前行。 我
想无论任何时候， 新闻都是我前行路上
的灯，它带给我的是感动，我也将一路为
它而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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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虽然不是记者，但却为自己从事的新闻宣传工作而
感到骄傲和自豪。从 2012 年初选调到县委宣传部，我从事
新闻宣传工作已经快 10 年了，回首这一路历程，从跟班学
习到努力适应，再到持续坚守，这其中有酸甜苦辣，也有兴
奋感动，但更多的是在新闻宣传这条路上，我不断得到历
练成长，我的人生也因此更加丰富多彩。

我是“半路出家”走上新闻宣传岗位上的，中师毕业后
当了 8 年乡村教师，写过几篇“豆腐块”在报刊上发表了，
后来被借调到县教体局机关工作，再后来通过选调考试进
入了县委宣传部。 因为坚持写作，我从乡村教师改行成为
宣传干部。之后，我融进了新闻宣传这个积极向上的团队，
在领导同事、各级媒体老师的鼓励指导下，加之单位给予

的信任和广阔的舞台， 许多重大采访任务都落在我的肩
上，这使我在新闻宣传道路上迅速成长和进步。

刚到宣传部时也有过艰难 ， 不是新闻科班出身的
我，对于新闻写作技巧、语言文字把握、摄影摄像都不是
很得心应手。 幸运的是，在工作中有各级领导的悉心指
导 、 良师益友的提醒帮助以及自己不断追求进步的态
度。 常言道，勤能补拙，我更加注重学习锻炼，坚持每天
看党报 ，积极参加安报 、陕报等媒体组织的新闻宣传通
讯员培训班，白天忙着跑采访、拍照片，晚上加班整理投
送稿件 ，自身的新闻写作 、摄影技术等专业素质在实践
中得到有效提高。

走在新闻宣传的路上，每一次看到自己采访撰写的新
闻稿件、辛苦拍摄的新闻图片被各级媒体刊登、转发或者
获奖时，兴奋和喜悦是难以言表的。 对赵明翠、夏江波、祝
祖唐等身边先进典型人物的采访报道，我深有感触，他们
的精神常常让人感动；书记民情“三本账”、镇村工作一体
化、全域旅游、生态环保等县域创新亮点和工作经验的策
划宣传，进一步对外展现了“石泉实美”……我坚信新闻宣

传这个职业是精彩
的，因为每一次深入采访
报道都是在检阅自己、 丰富自
己、成长自己，都是我们奋进的
动力。

作为一名宣传干部，我深知新
闻工作者奔波忙碌、 加班加点是经
常性的工作状态，少不了“五加二、白加
黑”的工作精神。 但我也在新闻宣传工作
中实现了成长、 展现了精彩、 收获了荣
誉。 个人连续 7 年被陕西日报社评为“优秀通讯员”，连续
5 年被市委宣传部、安康日报社评为“十佳通讯员”，采写
的 20 多篇好新闻稿件荣获省市表彰奖励。

不忘初心再出发，牢记使命勇担当。 犹记刚到县委宣
传部那年记者节上的发言，我还是新闻宣传战线上的一名
新兵。在以后的工作中，我将继续坚守基层一线，深入学习
实践，创新宣传方式，讲好石泉故事，传播石泉好声音，努
力为推动石泉追赶超越作出积极贡献。

前几天， 面对镜头我回答了这样
一个问题：“重新选择你还会成为一名
记者吗？ ”

我答道：“会。 ”
我成为一名记者已有两年多时间

了， 最大的感受是自身对外界的感知
力得到了提升。 对声音、对文字、对气
味、对光影的感知力都有了变化，这让
我更容易在日常的生活与工作中找到
乐趣。

两年来， 我接触到了各种各样的
人物、 事物， 我看到了普通人身上不
平凡的闪光点，了解到各行各业的佼佼者也有他们的迷茫和烦恼，我听过金州城过
去的故事，也憧憬着秦巴明珠的美好未来。 一次次被触动，一次次将这份触动用文字
的方式传递给更多人，我在这份工作中找到了前行的方向。

然而随着对记者这份工作的深入了解，我逐渐意识到，要胜任这份工作， 仅有
兴趣是不够的，更需要我对自己的身份和使命有清楚的认识。

在革命战争年代，新闻工作者面对的是血与火的考验，但他们面对时代的召唤，
依然选择挺身而出。 如果说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是一种英雄主义，我想记者这份工作
也是有这种浪漫色彩的，浓烈而又纯粹。

而在如今的和平年代，这种色彩并未消失。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仍旧适用于每一
位新闻工作者。 这种能力与个人天资无关，是记者这个职业赋予从业者的话语权本
身就是一种能力，而这种能力是需要责任担当与之匹配的。

就记者而言，什么样的责任担当才是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呢？ 对于我来说，就是珍
视自己的感知力，不冷漠，不置身事外。 没有故事时去找故事，有故事时把它最能触
动人的一面客观展示出来。

说到底，还是讲好故事，做好一个记者的本分。
在融媒体的时代语境下，我越发感受到讲好故事，其实流量和深度并不冲突。 根

据不同题材的新闻采用合适的媒介和表现风格，多尝试、多请教就会发现，剪辑视
频、公众号排版、h5 并不比写稿子难，这些都能提升新闻的传播效率。至于深度，不仅
仅局限于报道现象，再找找原因、分析影响、做做对比、总结经验等等，这都是可以尝
试的方向。 有时候，或许因为一些因素导致想到的话题是不可行的，
但把能做的做到更好，是可行的，也是充满成就感的。

转眼间，又是一年记者节。 屈指一算，我
在这个行业已走过了 13 个春秋。 身边的人
总会用“充满激情”来评价我的工作状态，说
我采访时疯狂， 恨不得住进采访对象家里；
敲键盘手重， 三个月键盘按键就不灵了；写
稿子善感，一会儿哈哈大笑，一会儿热泪盈
眶……

我从不辩解，因为我知道 ，采访中灵光
一现、呼之欲出的东西，就必须要在最短的
时间内，用最快的速度记录下来，哪怕不睡
觉，哪怕少吃一顿饭。

其实，这是对感动的尊重。 作为一名新
闻工作者，只有用饱含激情的笔，才能写出

让读者共鸣的文稿， 而激情就来源
于采访中的感动。 工作这些年，通过
采访我结识了很多人， 也听说了许
多事。 这些人和事，有的现在回想起
来，还会让我内心澎湃。

2015 年前后， 我随老师一起到
青春村采访上四年级的小学生冯莫

林。 冯莫林母亲天生青光眼，父亲在冯莫林 6
岁那年，水泥灰呛进眼里，由于没有及时进
行正规医治，不久便双目失明。 从此，冯莫林
便成了全家唯一的一双“眼睛”，也成了全家
的生活与精神支柱。

刚到冯莫林家时 ， 我就被见到的场景
所震撼。 三间土墙房，屋里弥漫着蜂窝煤燃
烧不充分的气味，炉子上架着一口锅，冯莫
林正在用菜刀吃力地切着半棵白菜 ， 菜刀
有些发黑，看得出来，刀很钝……

地里的玉米成熟了 ，10 岁的冯莫林独
自一人在山坡上一边收玉米，一边哭……

为了父母的安全， 冯莫林和父亲一起
修院坝的篱笆，在钉木桩时，负责掌握木桩
的冯莫林被双目失明的父亲不慎砸伤手

指，鲜血直流。 父亲让冯莫林去村卫生室包
扎，可冯莫林强忍着泪水，从针线袋里找出
布条和线，包扎好之后继续干活……

如今 ， 我的孩子也到了冯莫林当初的
年龄，在孩子噘着嘴练习钢琴时，在孩子做
奥数题敷衍了事时， 我总想把讲述冯莫林
故事的通讯稿《只要爸爸妈妈在，就是最大
的幸福》《我是爸妈的眼》读给他听，让他有
所感触。

采访中，令人感动的事还有很多。 采访
贫困户时， 老人家颤颤巍巍端出一碗野核
桃馅饺子； 采访抗洪组长时 ， 他对群众喊
出：“你们先跑，我年轻，我跑得快！ ”

每每回想起这些 ，泪水总会打湿脸颊 。
工作中、生活中时常会遇到烦心的事 ，可每
当我想随波逐流时，总会想起这些场景 ，比
起他们，我承担的那些又算得了什么呢？

我时常在想 ， 我为什么会在这个职业
上一干就是 10 余年？ 答案也许就在这一个
个感动中，这些感动如风光旖旎的景色 ，回
想起来令人心旷神怡；如滋味芳醇的美酒 ，
品尝起来让人回味无穷。 茫茫人海中，我们
如沧海一粟 ，平凡普通，我们只为把一腔热
血融入到这片热土上， 把一个个感动的故事

讲给更多的人听。

一路感动一路歌
平利县委宣传部 沈奕君

走在新闻宣传的路上
石泉县委外宣办 许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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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感动，其乐无穷
汉滨区委宣传部 张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