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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节期间，我关注的是社区

民警这个群体。我来到北京市公安局

海淀分局中关村西区派出所。中关村

西区派出所所辖区域既有繁华热闹的

大型商圈、人流密集的写字楼，也有许

多居民小区，守护平安可谓不易。

为了守护居民平安过年，节前，民

警既要做好安全宣传，又要及时协调

解决各种问题。如何做到？我首先跟

随苏州街路社区民警、兼任社区党委

副书记的毛晓波一同巡查，和他一起

入户做节日安全宣传；一路上遇到的

居民，几乎都会和毛晓波打招呼……

微不足道的小事，日积月累就凝

结成了警民鱼水情。“毛警官，多亏您

发现消防安全隐患。”“谢谢您联系物

业，给小区装充电桩”……采访中，路

过 辖 区 里 一 户 困 难 家 庭 ，我 们 入 户

探 望 ；临 走 时 毛 晓 波 随 手 晃 了 晃 液

化气罐，发现快空了，就立刻找人帮

忙换。

明亮的警灯与节日的彩灯，在春

节期间同时闪烁。在辖区内的一家商

场，民警指着保安人员说：派出所组织

保安人员闪亮肩灯，走出楼宇，织密辖

区巡逻网络，形成“点有人守、线有人

巡、面有人看”的格局。

采访快结束时，天空飘起了零星

的雪花，伴着簌簌寒风，扑打在行人的

脸上和身上。看着道路两旁挂满的红

色中国结，我不禁想，万家团圆时刻，

有那么多人民警察在街头巷陌、繁华

商圈、公园景区，守护着我们，让人倍

感安心。向这些平凡英雄致敬！

警灯彩灯 致敬平凡英雄
本报记者 金 歆

重大项目建设是稳增长、促转型的

重要抓手。跑好“第一棒”、按下“快进

键”、夺取“开门红”……广州一些重大

工程为抢抓进度，假期也不停工，加紧

建设。

今年“新春走基层”，我首站选择

了中建铁投广州（黄埔）威创智慧园工

地，跟工友们一起逛花市、写春联、吃

团圆饭……新年伊始，广州强调“坚持

产业第一、先进制造业立市不动摇”。

威创智慧园项目交付后，将用于发展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在这里，跟主

动留下的外地工友们共迎新春，格外

有意义。

1964 年出生的潘世富来自河南新

县，在中建三局工作，曾先后在珠海横

琴口岸、广州星河湾等项目工作。他已

记 不 清 有 多 少 个 春 节 是 在 工 地 度 过

的。“明年就要退休了，这个项目是最后

一个了，站好最后一班岗，意义尤为不

同。”采访中他说。

这个城市还有很多个“潘世富”，把

年华奉献给城市建设，用勤劳踏实，跑

出工程建设的“加速度”，描绘出欣欣向

荣的未来生活。

“开吃啦！”采访结束后，潘世富被

工友拉到饭堂吃团圆饭。他说就算离

开岗位，也会经常回来看看。我想，广

东改革发展先行一步，身处其中的人们

对 推 动 高 质 量 发 展 必 要 性 的 感 受 更

深。春风浩荡征途新，扬帆破浪正当

时。相信老潘再回来走走转转时，一定

会自豪于自己参与建设的这座城市，已

经在春天的故事里再叙新篇。

建设工地 体验赶超热潮
本报记者 罗艾桦

棚外白雪皑皑，棚内绿意浓浓。今

年“新春走基层”，我来到河北省滦平

县，探访蔬菜大棚。近年来，滦平大力

发展设施农业，扩大设施蔬菜种植规

模。如今，平均每天有 60 吨蔬菜从这

里的大棚出发，走向京津市民的餐桌。

时隔 6 年再来，变化很大。一变在

数量。滦平“八山一水一分田”，“一分

田”仅蔬菜大棚便有 2000 余座。二变

在质量。土墙变砖墙，水泥拱架升级为

钢管拱架。当地还在土壤贫瘠地块引

进种植珍稀食用菌，推动设施农业提质

增效。三变在产量。大棚升级叠加品

种优化，产量效益连连提升。

走进大棚，看的不仅是丰收的景

象，更是群众增收的图景。在滦平新硕

农业发展公司，近八成职工是当地村

民。大棚里，当我说起蔬菜长得好，管

护员马桂兰马上接起话头说：“日子过

得更好。”我还遇见了 37 岁的村民申雨

阳，虽是残疾人，但他在公司里削菇削

得最快，收入最高。自信乐观的他深深

感动了我……

滦平设施农业的发展，切切实实促

进了群众增收。“最早种芹菜，一年一亩

地顶多挣万把块；后来种黄瓜、西红柿

有 3 万；这两年种草莓，收益达 5 万以

上。”滦平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吕连宝

跟我算起对比账来。

采访路上，年味浓浓，暖意融融。街

头巷尾挂满红灯笼，新楼窗户贴满红窗

花，货车来来往往，集市人流不息……棚

内丰收繁忙，棚外生活繁荣，这些都是人

们日子红火、生活幸福的见证。

设施农业 见证红火日子
本报记者 邵玉姿

在甘肃，洋芋、土豆、马铃薯，曾被

戏称为定西“三宝”，这背后是定西人的

自嘲。如今，马铃薯产业链不断延伸，

当地人感到发自内心的自豪。改变的

底气何在？带着这个问题，我来到这里

实地探访。

“新春走基层”时，从地头仓储窖到

公司生产线，从农民的新房子到科研所

的育种棚，每到一处，我都倍感振奋：振

奋于群众的干劲、企业的拼劲，振奋于

大伙儿相信马铃薯能成大产业，土地能

生金。这方曾被联合国专家评价为“不

具备人类生存条件”的土地，现已成为

我国最大的脱毒种薯繁育基地。

育 出“ 金 种 子 ”，才 能 结 出“ 好 果

子”。同行的安定区马铃薯产业开发办

公室的同志介绍：安定区年产 7.5亿粒优

质脱毒种薯，销往内蒙古、四川等省份，

出口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埃及等国家。

种子好，还得愿意种。在鲁家沟镇

将台村，1988 年出生的李军，是村里最

年轻的“老农民”。李军说现在种地靠

科技，从播到收都有农机具。种子政府

帮购，肥料补贴八成，地膜补助 1/3，今

年他打算再多种 138 亩马铃薯。

现代农业企业，对发展现代农业十分

重要。马铃薯产业如何延伸产业链、提

高科技含量？在一家马铃薯全粉加工

企业，透过玻璃墙，我看到原料入口处

还是一颗颗沾泥带土的马铃薯，12道工

序后，已是一袋袋雪花白的马铃薯全粉。

天寒地冻，踏雪进棚。在定西市马

铃薯研究所，马铃薯脱毒种苗上，白色绒

毛泛着亮光，正点亮乡村产业振兴之路。

繁育基地 探访产业振兴
本报记者 王锦涛

“新春走基层”期间，我在山东寿光

走了一圈。1 月 11 日凌晨，我实地探访

农产品物流园，走进蔬菜大棚、蔬菜合

作社、村卫生室等地，对蔬菜种植和运

输有了更深的认识。

当下正是蔬菜流通的重要时期，寿

光连接人们的春节餐桌，是畅通国内大

循环的生动缩影。一个个场景、一段段

讲述、一个个故事，成为我国经济社会

发展的生动注脚。

在寿光，我感受到人们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越来越强，奋斗的劲头十

足！在农产品物流园，蔬菜经销商纪振

男凌晨三点就开始忙碌，满心欢喜：菜花

不愁卖了，开始挣钱了！在东斟灌村的

蔬菜交易市场，打包一盒盒彩椒，装上一

辆辆卡车，准备发往成都等地，大家忙得

不亦乐乎；在洛城街道卫生院，走进发热

门诊、呼吸科住院区，看到药品充足、床

位充裕……

彩椒菜农黄志强让我印象深刻，

他接受采访时话不多，但说起今年计

划时充满期待：今年市场旺起来，要好

好打理自家的蔬菜大棚，让日子像这

辣椒一样红！同行的寿光市委宣传部

同志感慨：寿光人正铆足劲，抢抓发展

新机遇！

物流园人头攒动，卫生院秩序井

然，红辣椒映红菜农的脸……从蔬菜之

乡的蔬菜交易红火，看畅通国内大循

环；从菜农憧憬 2023 年红火生活，看提

振经济的强烈信心。物流畅起来，信心

强起来，在寿光，我看到一个活力中国、

一个红火的 2023！

物流园里 看见活力中国
本报记者 侯琳良

今年春节前夕，我来到山西省灵

石县，采访老旧小区改造。灵石县是

山区县，在山西很有代表性，“两山夹

一沟”的地貌决定了山区县老旧小区

的面貌以零散分布、规模小为特点。

灵石县很多老旧小区建在半山腰

上，改造时供水施工难度大。有的小区

“脸贴脸”，呈现“犬牙交错”格局，奥成

公寓却因为一排深色透明的玻璃电梯，

让人眼前一亮。采访时，我正好碰到从

6 楼推着丈夫坐电梯下楼看病的赵女

士，她说：“以前得雇人往楼下抬。”

说一千道一万，改造的落脚点是

群众的获得感。在采访途中，我碰到

了六七名小区住户，大伙儿聊得热火

朝天。住户们介绍，物管会成员方惠

良为了不让水管被堵住，大冬天拿竹

竿通下水道，他还多次自己垫钱促成

小区安装电梯……这些故事，将变化

一一展现。

对存量住宅不能一拆了之，而是

要提升“里子”“面子”，改善群众居住

体验。山西住建部门没有“一刀切”，

而 是“ 分 区 分 策 ”，畅 通 群 众 表 达 渠

道。用住建部门同志的话说：“把最

‘贴身’的衣服，给老旧小区穿上。”

采访时正值寒冬腊月，灵石县的

街头热闹非凡。“合碗子”冒着热气，赶

集的人步履匆匆；“二十四、打扫窑”，

透过窗户，我看到奥成公寓的住户们

正忙着收拾屋子；住户们彼此相望，在

改 造 一 新 的 保 温 阳 台 上 擦 玻 璃 、贴

“福”字……这些场景就是对幸福最好

的诠释吧。

老旧小区 感受浓浓温情
本报记者 乔 栋

连日来，人民日报社派

出 多 路 记 者 ，参 加 2023 年

“ 新 春 走 基 层 ”采 访 活 动 。

他们奔忙在城市乡村，探访

工厂车间里一线工人铆足

干劲抢抓生产，田间地头种

粮大户精心管护农田设施，

物流运输线上工作人员加

班加点保障运输通畅……

锦绣江山如画卷，纵横

当有凌云笔。本版刊发几

位记者的采访感悟，以展现

新闻工作者深入基层一线、

记录伟大时代的奋斗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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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至图⑧依次为

本报重庆分社记者王欣

悦（右），上海分社记者

巨云鹏（右），西藏分社

记者徐驭尧，经济社会

部记者李心萍（右），海

南 分 社 记 者 赵 鹏（左

二）、孙海天（右二），云

南 分 社 记 者 李 茂 颖

（右），安徽分社记者田

先进（右），人民网记者

顾斐菲（右）在“新春走

基层”活动中深入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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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新闻作品是在基层一线、社会实践的大

课堂里“跑”出来的。在“新春走基层”活动中，广

大新闻工作者分赴祖国各地，记录干部群众撸起

袖子加油干的奋斗足迹，展现神州大地日新月异

的发展变化，采写出一批批有思想、有温度、有品

质的新闻报道。老旧小区内热情体贴的互助、物

流中心里干劲十足的忙碌、建设工地上热气腾腾

的相聚……这些动人的瞬间，都被文字和镜头所

记录、所定格、所呈现。

这些报道坚持“短实新”报道文风，采用群众

语言、百姓视角，浓墨重彩地反映了全国各地在经

济发展、民生改善等方面的成就，展现了普通人团

结奋斗、砥砺前行的动人姿态；并采用短视频、微

视频等群众喜闻乐见的传播方式，取得了入耳入

脑入心的传播效果。

环顾当下，神州大地高质量发展步履铿锵，人

民生活充满新气象、新风貌、新变化。这一切都值

得新闻工作者细细观察、用心发现、真情抒写！毕

竟好的新闻报道来自真切平实的文风，来自鲜活

动情的讲述。新闻工作者唯有不断增强“脚力、眼

力、脑力、笔力”，锤炼独特的观察力和感受力，全

副身心感知时代脉动，讲好故事，创新表达，才能

在与国家民族命运的同频共振中，弘扬主旋律，传

播正能量。

党的二十大描绘的宏伟蓝图，蕴含着千家万

户的美好生活；国家发展的日新月异，紧紧牵引着

每个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梦想。心中有家，温情绵

长；心中有国，情深义重。新征程上，新闻工作者们

将一如既往并肩携手，沉下心来，俯下身去，把中国

故事书写得更精彩、传播得更广泛、影响得更久远。

沉下心 俯下身

践行“四力”正当时
康 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