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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佳节，本报百余名记者如约踏上“新春走基层”的征程，进社区、访

农家、入企业，用细腻的文字描摹节日的喜庆氛围、用生动的笔触讴歌催人

奋进的时代、用写实的镜头记录日新月异的发展，推出了一批“沾泥土”“带

露珠”“冒热气”的精品佳作。

“新春走基层”活动中，记者们在扎实的采访中练好脚力、在敏锐的观察

中提升眼力、在冷静的思考里增强脑力、在形象的文字上淬炼笔力，有付出

更有收获。在此，我们选取部分记者“行”的观察、“走”的思考，与读者朋友

一同感悟新闻工作者如何呈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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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至图⑧依次为本报重庆分社记

者 常 碧 罗（左）、青 海 分 社 记 者 贾 丰 丰

（右）、湖南分社记者王云娜（右）、内蒙古

分社记者吴勇（左）、福建分社记者刘晓

宇（左）、浙江分社记者窦瀚洋（左）、广西

分社记者祝佳祺（中）及人民网记者冯亚

涛（左）在春节期间深入基层采访。

深冬，山西省长治市平顺县迎来了

一场大雪。这天，本报山西分社记者乔

栋驱车前往静卧在太行山深处的神龙

湾村。那里生出了奇险秀丽的风景，也

曾经绊住了村庄发展的脚步。近些年，

公路通了，网络通了，电商来了；城里货

进 村 了 ，农 产 品 出 山 了 ，数 字 产 业 活

了。小小的村庄，迎来了蝶变……

“洞察基层脉动，反映时代变迁，是

记者的责任，更是这份职业带来的‘殊

荣’。”不是第一次到平顺采访的乔栋，

这一次的经历却令他格外难忘：冒大雪

进入深山一周有余，徒步 8 公里往返挂

壁公路，采访 20 多人，整理 5 万多字的

素材，稿件修改了 10 余遍。“每次打开

采访素材，就仿佛是与那片土地又一次

心贴心的对话。”

自今年 1 月 17 日，本报开设“新春

走基层”专栏以来，百余名记者奔赴乡村

田野、城市街区、工厂车间、边疆哨所、春

运现场、防疫一线，倾情用力报道各地经

济社会发展成就，展现人民安居乐业的

美好景象，推出了一大批“沾泥土”“带露

珠”“冒热气”的新闻报道。在行走基层

的过程中，他们收获着成长……

讲故事，用心记录用情呈现

“让更多人看到身边
的感动，就是我们走基层
的意义所在”

“电商网点负责人周志平，一位身

高不到一米六的妇女，每天扛着比自己

还大的编织袋；村支书刘玉昌，每天开

车往返于挂壁公路上，为村子的未来奔

走；乡党委书记张璞，对山里的一草一

木了然于胸……”乔栋说，“与其说是

‘走’，不如说是‘蹲’。”在村子驻扎采访

的那几天，他每天都会被充满干劲的村

民们所感染。

基层的奋斗活力，需要用一段时间的

近距离观察体会才能真正感受到。这些

来自基层一线的见闻，如同一颗颗水滴，

折射出时代变迁、山河锦绣的光芒。

跨 过 33 座 桥 、17 座 隧 道 、62 座 涵

渠，共计 137 公里……春节前夕，西藏

分社记者徐驭尧跟随拉林铁路检修工

人体验了一次铁路检修工作。“隧道的

两头，寒风刺骨；隧道的中央，又有四五

十摄氏度”，一名检修工的话，道出了检

修工作的“苦”；“今年是拉林铁路第一

次春运，咱可不敢松懈”，另一名工友的

打气，道出了担子的“重”。

“工人们辛勤工作的‘燃’，焐热了

铁轨的‘冷’。有些感动，就藏在平凡之

中。”徐驭尧说，“把目光聚焦到他们身

上，让更多人看到身边的感动，就是我

们走基层的意义所在。”

探变迁，聚焦基层挖掘精彩

“ 定 格 农 民 的 笑 ，就
是定格土地深处的自信”

还没进村，先听到了热闹的鼓点声

……春节前夕，甘肃分社记者王锦涛来

到甘肃省渭源县渭河源村。欢庆的太

平鼓声响彻文化广场，正在排练的社火

队为春节做着准备……“老乡们脸上的

那种喜庆和安适，就像年画一样。脱贫

攻坚、乡村振兴，政策好，生活好，这些表

情，发自老乡们的内心深处。”王锦涛说。

和村民们深入交谈后，王锦涛了解

到，这几年，硬化路取代了泥土路，村里

环境改善，还发展了旅游，“不少人家办

起了民宿、农家乐，以前外出打工的年

轻人，也更愿意回村了。”

“村民的欢声笑语里含着满足、透

着幸福、露着自信！”王锦涛说，“作为记

者，作为新时代的见证者、亲历者和记

录者，记录村庄的美，就是记录国土的

丰饶；定格农民的笑，就是定格土地深

处的自信。”

最美的风景在基层、最深的感悟在

基层，成为每一名新闻工作者的共识。

“下楼就有菜店、药店、超市，生活

便利！”“卫生服务站、老年驿站几分钟

就能到，看病养老不愁！”“新春走基层”

活动伊始，河北分社记者邵玉姿来到河

北雄安新区容东片区，了解首批安置住

房的分配工作情况。

从大家七嘴八舌的讨论中，邵玉姿

感受到了大家的幸福感。她开始思考：

各地新建社区可能大多如此，如何写出

容东片区的不同？

与宋守奇夫妇交谈后，邵玉姿的思

路逐渐明晰：老两口的身份从“村民”变

成了“市民”；生活里多了“出门遛弯儿”

“看雄安”等新习惯。“越是小而微的变

化，越能折射社会的大发展。我们既要

钻进去深挖细节，也要跳出来拓宽视

野。”邵玉姿说。

看时代，捕捉脉动折射发展

“要发现更多反映时
代 风 貌 的 选 题 ，更 好 讲
述新机遇和新成就”

“在这里，自己也客串了一

把‘背包客’。登高远眺，看到

的不仅是当地的变化，更是

祖 国 富 强 、人 民 幸 福 的 蓝

图。”春节期间，北京分社记

者潘俊强来到了北京市门

头沟区的水峪嘴村。一走

进来，他就被这里的景色

深深地吸引住了：游客可

循着青石路上的蹄窝，登

牛角岭关城，在山间凭吊

古庙、寻访碉楼，在京西古

道上流连忘返……

潘俊强说，当地的产业

转型，踏准了时代发展的节

拍 ；记 者 寻 找 选 题 ，也 应 如

此。“要发现更多反映时代风

貌的选题，更好讲述新机遇和

新成就。”

来自田间地头、沿海边疆、街

头巷尾的时代脉动，都深藏着奋斗者

的足迹，都蕴涵着宝贵的“新闻富矿”。

夜幕中，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

司机杨珍喜凝视前方、全神贯注地驾驶

着……杨珍喜已经累计驾驶 30 多万公

里，云南分社记者叶传增就跟随记录了

这位铁路货运司机平常的一天。从内

燃机车到电力机车、和谐号机车，再到

中老铁路，杨珍喜见证了中国铁路日新

月异的发展。“我从这次采访中感受到，

一位平凡的工作者将个人奋斗融入国

家大发展之中的自豪感。”叶传增说，这

是作为记者的幸福。

在江西，长江十年禁捕让鄱阳湖周

边居民过上了新生活，江西分社记者王

丹 来 到 南 昌 市 进 贤 县 三 里 乡 一 探 究

竟。三里乡养鳝早已不是新闻，如何让

“旧闻出新”？经过调查发现，当地黄鳝

养殖面积在近两年内翻了倍，这一切得

益于人工育苗发展、当地政策支持等因

素。“好的新闻线索，不会摆在明面儿

上；走基层，就是去挖掘故事背后的深

层逻辑。”王丹说，“走基层只要走得实、

挖得深，这新闻不就来了嘛。”

春节期间，社区基层工作开展得咋

样？在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西湖路社

区，居民通过贵阳“融媒问政”平台及时

反馈信息，不少揪心事得到即时解决。

“要从群众切实的体会中，探寻政务工作

的好与坏。”贵州分社记者苏滨说，走基

层，就是离群众更近些，因为他们的言

谈举止、神态表情背后，就蕴藏着生活

日新月异、时代奔涌向前的幸福密码；

记者要做的，就是把它解锁出来……

（本版编辑刘涓溪连线本报记者潘

俊强、乔栋、王锦涛、邵玉姿、徐驭尧、王

丹、苏滨、叶传增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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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一脚浅一脚，走进一座绝壁合

围的村子，探寻当地因为公路通达、

蹚出了电商致富之路的奋斗轨迹；伴

着汽笛轰鸣，走进国际货运列车的驾

驶舱，感受保障物畅其流的背后，列

车司机坚守岗位、辛勤付出的敬业精

神……连日来，本报记者分赴大江南

北，深入基层一线，挖掘中国故事，用

手中的纸笔和镜头，记下欣欣向荣中

国里的一朵朵奔涌的浪花，展现激昂

奋进大潮中一声声跳动的脉搏。

最美的风景在基层，最深的感悟

在基层。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与人

民同呼吸、与时代共进步，是责任也

是使命；为时代放歌、为人民抒写，是

担当也是幸福。

好新闻是“跑”出来的，不推开易

地搬迁群众的家门，怎能捕捉到他们

发自内心的喜悦？没看过昼夜不停

的生产线，怎能被工人们铆足干劲的

活力所感染？不走到欢声笑语的滑

雪场，又怎能体会冰雪经济的蓬勃发

展？深入基层，就会有更真的感受、

更 实 的 体 会 ，以 及 更 直 击 内 心 的

震撼。

用一篇篇“沾泥土”“带露珠”“冒

热气”的报道，描绘人民群众矢志进

取的壮美画卷。越是鲜活的新闻报

道、灵动的文气文风，就越能引发读

者的共鸣、走进群众的心坎。

只有到生活的激流中，才能抒写

出时代的新篇章。在讲好中国故事

的过程中，脚力、眼力、脑力、笔力，一

个不能缺。新闻工作者应更加致力

于挖掘生动故事、记录基层活力，心

中有尺、眼里有光、手下有度，让新闻

故事更有感染力、穿透力，让新闻作

品更具“时代温度”。

到生活的激流中谱写时代新篇章
刘涓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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