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火 热

新 貌

坚 守

激 情

温 度

责 任

贴 近

要闻要闻 66 2021年 2月 25日 星期四

确定采访易地搬迁时，我刚看完

电视剧《山海情》，故事里的情节仍印

在我的脑海里。带着这些故事和感

动，我来到了山西吕梁市岚县。当地

有三个搬迁点适合采访，其中一个在

县城，两个在乡镇。去哪个呢？我最

终决定去乡镇，那里肯定会有我想挖

掘的新鲜故事和动人情怀。

在搬迁点门口，一栋栋整齐划一

的住宅楼分外显眼。详细了解，原来

这里的大多数居民以前都生活在穷

山窝的窑洞里。如今，社区配有扶贫

车间、公益岗位，还有政策支持和养

殖补贴等。当地干部告诉我，扶贫不

是 一 时 ，而 是 要 将 巩 固 拓 展 脱 贫 攻

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实际

上，在开展扶贫工作之初，当地就已

谋 划 好 产 业 发 展 、乡 村 振 兴 的 发 展

之路。

有一个细节让我至今难忘。采访

对象讲述变化时，首先提到的是孩子

们的上学条件得到改善，这是脱贫户

最关心的——让下一代接受更好的教

育。讲述老百姓最关心的事不正是党

报人的责任吗？我以此为切口，从脱

贫后孩子们的学习、生活状况写起，反

映脱贫攻坚的成效和群众获得感，稿

件很快写成。扶贫效果到底好不好，

用真实的细节来呈现，读者自然能从

报道中真切地感受到。

时刻关注群众所想
本报记者 郑洋洋

编者的话

2020 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

我国克服疫情影响，统筹疫情防

控 和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取 得 重 大 成

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大

历史性成就，决战脱贫攻坚取得

决定性胜利。春节前夕，本报精

心组织“新春走基层”报道，派出

多路记者，走进脱贫攻坚主战场，

走到创新发展各领域。本期报道

选取几篇年轻记者的感悟，与读

者一起见证脱贫摘帽的喜悦，致

敬坚守岗位的奉献，记录奋斗者

的拼搏。

从滇桂黔石漠化片区到彝族风

情小镇，这次新春走基层，我见证了

贵州六盘水海坪千户彝寨的巨变。

在 这 里 ，搬 迁 群 众 在 家 门 口 就

业，能看见既有收入、又能顾家的那

份幸福；彝族刺绣发展成产业，能感

受文旅助力乡村振兴的那份喜悦；许

多年轻人纷纷回乡创业，能体会众人

齐心投身乡村建设的那份火热。为

破解“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困境，海坪

走出一条“旅游+扶贫”的特色新路，

巩固了脱贫成果，衔接了乡村振兴，

增 强 了 群 众 的 获 得 感 、幸 福 感 、安

全感。

如何把这个题目写出新意？对

记者而言，只有对准观察乡村的“焦

距”、延伸写作时间的跨度，才能旧土

孕新芽，老树开新枝。脱贫只是第一

步，好日子还在后头！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是为了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只有咬紧这个主题，“加油干”才

有方向，“怎么干”才有办法。

深 入 基 层 ，才 能 触 摸 时 代 发 展

脉动。在千户彝寨，村寨有产业，群

众有活干，大伙儿铆足劲头向前奔。

待乡村蝶变之际，我要再来看看。

对准焦距观察乡村
本报记者 苏 滨

今年“新春走基层”报道活动中，

我来到了熟悉的耿车镇。这个江苏

宿迁的电商小镇，改革开放之初从废

旧塑料回收产业起步，逐步形成区域

经济发展的“耿车模式”，享誉大江南

北。 2016 年，当地彻底禁止废塑工

业，让耿车切换了发展模式。

35 岁的邱雨，是镇上最早转型

做电商的年轻人之一。工作现场他

忙得手脚不停，一方面加班加点、统

筹兼顾，一方面搞人员培训、商议对

策。面对采访，他既谈到了发展前

景，也不回避问题：环保成本、竞争激

烈、转型升级……他几乎无所不谈，

真实可信，可亲可敬。

邱雨只是大时代下的一个普通

人，正是一个个“邱雨”在转型路口的

关键选择，构成了奋斗路上的一幅幅

生动画面。家具订单由单件购买向

全屋定制，消费升级正成趋势；电商

带动低收入群体就业创业，有效助力

脱贫攻坚。

聆听这些故事，我能清晰

地感受到创业者勇立时代

潮 头 的 激 情 。 他 们 是

参与者、见证者和受

益 者 ，采 访 他 们 的 记

者同样也是。一个电商

小镇，反映了各行各业的新

发 展 、新 机 遇 。 在 这 里 ，能 触

摸到我们国家奋进不停歇的发展

脚步。

与奋斗者同频共振
本报记者 姚雪青

章水镇里梅村，是浙江宁波海曙

区海拔最高、位置最偏远的建制村。

镇上有一支卫生健康巡回服务队，坚

持到这里送医 10 年。春节前夕，听

闻服务队又要进村，我跟随上山。

里梅村在四明山 700 米之上，沿

着盘山路有 1 个多小时的车程。与

繁华的海曙城区相比，深山里的里梅

村略显冷清，七成是留守老人。面对

这些用普通话交流不太顺畅的村民，

我暗自思索，怎样才能更好地走近

他们。

村 民 很 少 与 外 界 接 触 ，见 到 陌

生 人 有 些 紧 张 。 我 没 急 着 采 访 村

民，而是先在一旁观察。村民不知

道有记者采访，与服务队的自然交

流让我捕捉到不少温暖画面。服务

队 与 村民就像亲戚一般热络，服务

队医生对每家每户情况都了如指掌，

可谓行走于高山乡间的家庭医生。

服务队忙着问诊，我也在村子 里 四

处看看，跟村民熟悉了以后拉起了

家常。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人都应享

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服务队坚持

10 年不容易。记者采访要践行“四

力”，只有与群众心贴心零距离，才能

写出有温度的新闻报道。走在山间

小路探访农户，归来时已是华灯初

上。服务队队员给我点赞，我告诉他

们说：“我只是新闻的记录者，你们才

是记者笔下的‘主角’。”

用心记录用情讲述
本报记者 窦瀚洋

甘肃甘谷县磐安镇西坪村，地处

三县交界处，自然禀赋差，产业基础

弱，全村将近 2/3 的人家曾是建档立

卡贫困户。经过脱贫攻坚挂牌督战

后，2020 年 11 月该村实现整体脱贫。

“到底有多穷？”村民王国平搓着布满

老茧的双手告诉我，早些年，吃顿

白面饭，得是年三十，不是舍不

得，真是没的吃。

不 是 不 想 变 ，是 不

知该咋变。过去这些

年 ，贫 穷 如 大 山 ，

压 得 王 国 平 们

脚 步 蹒 跚 ，

无处突围 。

那最后咋脱贫

的 ？ 王 国 平 告 诉

我，发展特色产业，种架豆王，搞养牛

场。为找准脱贫路，各级干部遍访农

户、调研分析，镇党委书记甚至在村里

驻 扎 了 3 个 月 。 走 出 火 炉 正 旺 的 屋

子，我看见村里新刷上的标 语 ：幸 福

是奋斗出来的。精准扶贫的扎实推

进，不仅让老百姓吃饱穿暖，更重要

的 是 ，鼓 舞 了 每 一 户 贫 困 户 增 收 的

干劲。

新春走基层，为的是贴近实际、贴

近生活、贴近群众，就是要用“人人可

为，人人能为”的奋斗，鼓励群众走上

全 面 小 康 之 路 ，谱 写 乡 村 振 兴 的 序

曲。“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

界”。当我行走在西坪村，或亲见，或

听 闻 ，无 不 是 真 景 物 、真 感 情 ，收 获

良多。

看真景物写真感情
本报记者 王锦涛

临近春节，我接到采访任务，到

济南天桥区工人新村南村街道西区

社区采访老旧小区改造。这是个老

话题，报道视角大多聚焦基础设施建

设和管理服务提升等方面。如何写

得鲜活，写出精彩，我感受到了一丝

压力。直到走进社区、探访居民，我

心中的答案才逐渐清晰。

80 多岁的关玉琴老人，6 年前搬

离，但每天坐公交车回来，这个社区

有何“魅力”？深挖这个故事，我找到

了社区文化的线索。在社区展览馆，

我了解到，这个老旧小区竟然有 20
多支文化队伍。社区工作者细细讲

述，如何通过文化型社区建设，让一

个人心涣散的社区变成温馨家园。

75 岁的张新萍老人，讲至动情处，激

动地朗诵起自己写的诗。

做报道要善于“挖深井”：不是面

面俱到、四处凿眼，而应找准角度、挖

深挖透。物质精神同时“小康”，才是

全面“小康”。我的报道思路清晰了，

以关玉琴的故事为主线，聚焦文化型

社区建设，挖掘这背后的精彩和鲜

活。一个故事讲到底，透过居民新面

貌看小康。

若 不 是 走 进 社 区 ，和 他 们 面 对

面，这一眼“深井”，绝对“挖”不到。

挖掘素材呈现精彩
本报记者 李 蕊

如果不是在西藏工作，大概没法

体会王胜全“在甘巴拉哨所工作 20
多年”这句话的分量。

在海拔 5200 米的观景台，抬头仰

望，远处的制高点有一座隐约可见的

雷达站，那就是海拔 5374 米的甘巴

拉。游客们登上观景台就已气喘吁

吁，更何况一直坚守在更高的山顶。

常年在高海拔地区做维修管护

等工作，王胜全数十年如一日爱岗敬

业、履职尽责。心悸、心痛等高原反

应如影随形、疼痛无比，他咬紧牙关，

默默坚持。我问王胜全，到底是什么

力量支撑着他。他回答道：“我是党

员，甘巴拉培养了我，我不去谁去？”

一 句 反 问 ，震 撼 人 心 。 一 生 行

动，比什么样的豪言壮语都更直击人

心。采访坚守在高海拔地区的干部，

经常遇到这样的感人故事，王胜全只

是其中之一。采访中，我听到的最多

的一句话就是“谈不上伟大，我们只

是在做我们应该做的事”。也常有人

问我在西藏工作苦不苦，我会告诉他

们：“记者采访只是匆匆一瞬，他们工

作是坚守一生。”这片土地值得我们

为它做得更多。

匆匆一瞬铭记在心
本报记者 徐驭尧

连日来，记者们行走在城市和乡

村，走进工厂、学校和农家，用笔端描

写基层一线，用镜头刻画火热生活，以

小切口呈现大主题、小故事反映大变

迁、小视角折射大时代。这些报道，反

映了我们国家在经济发展、民生改善

等方面的成就，展现了普通人迎难而

上、砥砺奋进的姿态。

新闻报道如何讲好故事，是一门

大学问。对于受众而言，讲好中国故

事，硬性宣传不如柔性输出，板着面孔

说教不如娓娓道来讲述。在贵州的

深山苗寨，记者感慨于一个曾经

连水泥路都不通的村子，借助

文旅产业实现脱贫，成为知

名 旅 游 村 ，为 乡 亲 们 带

来了实实在在的获得

感 ；在 西 藏 海 拔

5000 多 米 的 雷

达站，记者感动于

边 防 战 士 们 ，克 服 各

种极端困难、忠于职守，

把青春年华奉献给雪域高原的戍边事

业……落笔有情，文思并举，记者们眼

看耳听，挖掘出创新创造、自信自强的

鲜活素材；奋力书写，真情涌动，记者

们身至心至，描摹出只争朝夕、生机勃

勃的基层景象。

文者，贯道之器也。好文章在办

公室里找不到，在会议上寻不来，新闻

工作者只有离基层近一些、再近一些，

靠脚底板一步一步行走、用眼睛一点

一点发现、用头脑每时每刻思考、用笔

触一字一句书写，才能让报道带着泥

土的芬芳，踩到大地的坚实。作家柳

青对陕西关中农民生活有深入了解，

电视上播出一项涉及农村农民的政

策，他脑子里立即就在思考农民群众

喜不喜欢。同作家搞创作一样，火热

的一线生活和普通群众，无论何时何

地，都是新闻的基本素材和关注焦点，

也是报道的主要源泉。

平凡铸就伟大，英雄来自人民。

田间地头幼苗生长，农民精心耕作用

心呵护；工厂车间机器轰鸣，工人精准

操作一丝不苟，科研院所实验繁忙，科

技人员缜密思考努力攻关……这些普

通人就是记者笔下的“主人公”，这些

日常生活就是记者文章中主画面。只

有坚持把新闻写在大地上、写进人民

心 坎 里 ，才 能 感 动 人 、传 得 开 、留 得

久。新征程扬帆启航，催征鼓已然敲

响。记录奋进的中国、美好的中国，新

闻工作者重任在肩，大有可为。

离基层近一些
再近一些

康 岩

特别报道

对于记者而言，“新春走基层”是

每年的必修课，如何写出好的新闻报

道，贴近基层、接地气是最基本的要

求。如果只关注到群众生活的变迁，

那只是写出了现象，没有抓住背后的

本质。脱贫之后，要将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乡村

如何振兴？关键在人。因此，我想寻

找一些乡村能人，看看他们怎么 干 ，

仔细聆听他们的奋斗足音。带着这

个思考去采访，报道就会更深入、更

鲜活。

在四川德阳旌阳区，我见到了米

粉加工企业的负责人杨强。以前，杨

强在江西开网球俱乐部，后来看准家

乡 的 稻 米 产 业 ，回 乡 做 起 了 米 粉

加工。

过去，米粉加工大多是靠小作坊

加工生产，杨强觉得思路得换，模式得

改。于是，引进智能设备、机械化生

产、寻找技术专家、创新产品门类……

经过不懈努力，杨强的企业逐渐成长

为年营业额达 1000 万元的米粉厂，带

动了当地村民致富，也间接推动了稻

米产业的发展。

带着这些思考，耐心寻找故事和

人物，写文章自然思路顺畅，才真正抓

住了村民脱贫、乡村振兴的本质。

仔细聆听奋斗足音
本报记者 王永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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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分社记者刘晓宇福建分社记者刘晓宇（（右右））

▼▼政治文化部记者张天培政治文化部记者张天培（（左左））

▲▲黑龙江分社记者黑龙江分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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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部记者经济社会部记者

申少铁申少铁（（左左）、）、王浩王浩（（中中））

▶▶广西分社记者广西分社记者

李纵李纵（（左左））

◀◀广东分社记者广东分社记者

姜晓丹姜晓丹（（左一左一））

▼▼重庆分社记者重庆分社记者

刘新吾刘新吾（（左左））

◀◀人民网记者人民网记者

徐驰徐驰（（中中）、）、王佩王佩（（右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