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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能思想的人，才是一个力量无边的人。”
掩卷人民日报出版社新近推出的 《人民日

报这样讲故事》，我不由得想起法国文学巨匠
巴尔扎克这句意味隽永的话。这是一本沉甸甸
的书，因为书中不仅有着人民日报记者深入高
原深山、雪域边疆，讲述中国实现全面小康故
事的责任和使命，还有着对中国摆脱贫困的深
刻思考。

这本书收录了人民日报近年刊出的 12 篇
（组） 通讯，上编包括：《乌苏里船歌新唱》《脱
贫了还要好好干》《脱贫攻坚看海雀》《在虞城，
看乡村振兴的曙光》《阜平创富》《脱贫路上的赤
溪村》；下编包括：《莽莽成昆出大山》《新时代
大庆这样回答“铁人三问”》《三十而立看海
南》《上海：对标全球最高 开放之风劲吹》《内
蒙古：骏马奔腾七十载》《唐山四十年》。

12 篇 （组） 通讯展现了中国脱贫攻坚、全
面小康的艰辛历程、胜利荣光，堪称新闻写作的
范文。这些文章时空交错，大开大合；巨细交
织，波澜壮阔；有星辰大海的胸襟，又有诗和远
方的情愫；它们是国家记忆，更是时代华章。这
些通讯多获得当年度人民日报精品奖或好新闻一
等奖，是人民日报新闻报道中的精品，具有极强
的政治性、思想性、新闻性、文学性，是思考的
结晶、求索的见证。值得一提的是，书中这 12
篇 （组） 通讯后都附有参与采写记者的创作手
记，为读者讲述这些精品报道背后的故事。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赴基层
考察调研，体察人民疾苦，指导脱贫实践，足迹遍
及中国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从太行山深处的
河北阜平，到“苦瘠甲天下”的甘肃定西；从首都
北京的胡同老街，到山路崎岖的大凉山，习近平
总书记每次考察调研，都要走进普通人家，问冷
暖、看变化，听民声、谋发展。这 12 篇 （组）
通讯中，有多篇是记者踏着习近平总书记的足
迹、重访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过的地方后形成
的。我们看到：

——在黑龙江省同江市，记者披星戴月、夜
宿农家，行程 600 余公里，深入世代逐江而居、
渔猎为生的赫哲族聚居乡村——八岔赫哲族乡八
岔村，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一个民族都不能少”的嘱托，收获了沾泥土、带
露珠的鲜活素材和亲身体验，从而写出了赫哲族
群众真实的生活状态，写出了我们党担当使命、
一诺千金的不懈追求，写出了广大干部群众共建
美好家园、共享幸福生活的生动实践。

——在河北省阜平县，记者风尘仆仆，直奔
骆驼湾。这个太行山深处的小山村，始终牵动着
习近平总书记的心。记者进村时天已擦黑，天上
还卷起雪花。他们同当地人一起，吃农家饭、宿
农家屋，在习近平总书记调研过的唐宗秀老人
家，嘘寒问暖，开怀畅谈。阜平是革命老区，聂
荣臻元帅曾说，“阜平不富，死不瞑目”。骆驼湾
则是老区中的老区，如同中国脱贫攻坚战役中的

“一只麻雀”，人民日报记者“解剖麻雀”，以小
见大，照见中国实现全面小康的轨迹。过去，唐
宗秀家的旧房漏雨，遇到大雨天，在外打工的女
儿就担心房子倒塌，打电话让老人出去避一避。
如今唐宗秀全家住进新房，亮堂暖和，何以见
得？记者用一个细节来叙述：“屋内暖意融融，
月季花开得粉嘟嘟，全然不顾外面雪花飘飘。”
看似无意的一瞥，实则为记者有着前后对比的有
心之笔。在“阜平脱贫”“阜平创富”两篇“文
章”里，记者写出了阜平干部群众拧成一股绳，

合力创“富”奔小康的佳话。
——在四川省，记者踏上成昆铁路，搭乘绿

皮火车，奔赴大凉山深处。在路上，在山里，在
绿皮火车车厢里，他们同彝族同胞聊生活、谈生
产、话生计，懂得了“这条 （政府） 亏本运行的
铁路，对于这些经年累月生活在大山里的彝族同
胞意味着什么”。正是读罢这篇文章，我们得以
知道，成昆铁路不仅仅是一条铁路！它是一条战
备路，靠近即将开工的“三线”建设标志性工程
攀枝花钢铁基地；它是一条稳固边疆的民族团结
路，途经中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凉山彝族自治
州；它是一条极具政治意义的路，经过红军长征
走过的地方；它是一条经济大动脉，是西南几千
万人走出大山的圆梦之路；它还是一条展现斗志
与豪情的精神路，是中国人自力更生的“争气
路”，承载着中国精神、中国力量。历史和现
实，都在“路”上。

——在海南省，记者伫立横空出世已 30 载
的海南经济特区，感叹“南海浩浩，天风荡
荡”，感慨“改革开放的东风，吹醒了这片沉寂
太久的蔚蓝”，感奋“一个边陲海岛发展为我国
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感动“敢闯、敢试，埋
头苦干，30年来，‘海南人’初心不改，奋斗不
止”。正是这样的感叹、感慨、感奋、感动，让
记者写出了“风从海上来，潮起海之南。建省办
经济特区 30 年，海南以‘闯海人’的飞扬激
情，书写全国最大改革‘试验田’的‘春天的故
事’。曾经封闭、落后的海南，如今开放、繁
荣、文明、宜居。30 年砥砺奋进，有太多的回
忆长留心间”。

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有着 2500 多年历史
的 《诗经》，是中国诗歌的古老开篇。在这部诗
歌典籍中，佚名诗人用悠悠吟唱讲述了中国人民
自古以来追索小康的朴素梦想。

曾几何时，“二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
炕头”是多少中国人最奢侈也是最卑微的愿望；
曾几何时，停留在农耕文明中的人们所思所盼就
是解决温饱；曾几何时，“楼上楼下，电灯电
话”是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人所能想象的最高愿
景；曾几何时，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
机，就是美好生活的代名词；曾几何时，“万元
户”是许多家庭梦寐以求的奋斗目标……从“8
亿人吃不饱”到“14亿多人要吃好”，每一次奔
跑，都是一次超越。

而今，穿越数千年风雨沧桑，这梦想在中国
大地变为现实——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
利，现行标准下 9899 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
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
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
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
人间奇迹。

纵观世界历史，贫困是人类社会的顽疾，反
贫困始终是古今中外治国安邦的一件大事。当
前，全球仍有7亿左右极端贫困人口。在中国广
大农村主战场，中国的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了不起
的人间奇迹。

据统计，全球范围内每 100 人脱贫，就有
70 多人来自中国。特别是在全球贫困状况依然
严峻、一些国家贫富分化加剧的背景下，我国
提前 10 年实现 《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 减贫目标。中国的脱贫攻坚力度之大、规
模之广、成效之显著，前所未有、世所罕见。
今天的中国，不仅书写了最成功的中国脱贫奇
迹，更为人类贡献了扶贫减贫脱贫的中国智
慧。人民日报记者用笔、用心、用情写出了见
证奇迹的中国故事，倾情抒写了新时代的胜利
和荣光。

今天，小康被赋予新的时代意蕴，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
一步。奋斗永无止境，只有常怀远虑、居安思
危，才能够秉持耐力、坚定信心，才能够致广大
而尽精微。因为——“我们对于时间的理解，不
是以十年、百年为计，而是以百年、千年为计。”

如果说“报纸是历史的底稿”，那么人民
日报报道的人物和事件，应该是国家发展进程
的历史档案，这本书中的 12 篇 （组） 通讯更是
记录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进程的重要
篇章。

没有“新闻”，怎么写出“新意”？“新意”
不足，怎样炼出深意？人民日报记者用 12 篇

（组） 通讯，扎扎实实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黔西北乌蒙山深处的毕节市赫章县，有一个

海拔高度 2300 米、以“海雀”命名的苗族、彝
族、汉族共居村寨，这里曾经被联合国专家视为

“不适宜人类居住”的石旮旯。1985年，一位新
华社记者来到海雀，被这里的极度贫困现象震
惊，他连夜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写成内
参，发到北京。这份内参，立即引起党中央、国务
院的高度关注，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
书记习仲勋同志作出批示：“有这样好的各族人
民，又过着这样贫困的生活，不仅不埋怨党和国
家，反倒责备自己‘不争气’，这是对我们这些
官僚主义者一个严重警告！！！”他要求“省委
对这类地区，规定个时限，有个可行措施，有
计划、有步骤扎扎实实地多做工作，改变这种
面貌”。从此，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的扶
贫开发在海雀、在赫章、在毕节、在贵州、在全
国展开。这是一场前无古人的反贫困试验。新时
代，人民日报记者挖掘贫困的历史因素，寻找消
除贫困的具体措施，得出结论——“只要还有一
家一户乃至一个人没有解决基本生活问题，我们
就不能安之若素”，正是中国共产党人深植于血
脉、基因的强烈使命担当，推动着这场人类历史
上最为波澜壮阔的反贫困斗争。

本书主编、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中华全
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王一彪在 《后记》 中
写道：这部报道集里所收录的稿件，“饱含着我
和同事们的一个共同追求——思想的光芒、泥
土的芬芳、文字的力量。”他用三句话来概括这
些文章的写作经验和切身体会：天安门上看问
题，努力做到胸怀“国之大者”；田间地头找感
觉，努力做到心里装着人民；鉴古学今求突破，
努力做到笔端葆有乾坤。天安门上看问题，胸怀

“国之大者”，是因为“人民日报作为党中央机关
报，政治机关属性与生俱来，旗帜鲜明讲政治天
经地义，坚持政治家办报乃应尽之责，胸怀‘国
之大者’更是必然要求”。田间地头找感觉，心
里装着人民，是因为“一篇通讯报道能否感染
人、打动人，关键还是看采写者心里是否装着
人民、立场是否代表人民、文字是否敬畏人
民。写出记录历史、描绘时代的好报道，就要
深入基层、扎根人民，为人民书写、为人民立
言、为人民抒怀”。鉴古学今求突破，笔端葆有
乾坤，是因为“有品质、有格调、有筋骨的高
质量新闻报道，有一个共同特质，那就是故事
讲得好，能够引发读者同感共情。正如习近平
总书记所强调的，讲故事就是讲事实、讲形
象、讲情感、讲道理，讲事实才能说服人，讲
形象才能打动人，讲情感才能感染人，讲道理
才能影响人”。

这就是新时代的人民日报记者！
人民日报记者永远在路上。他们，不！我

们——翻越高山，穿过峡谷，奋楫激流，勇立
潮头，用脚力、眼力、脑力、笔力，见证着中国
迈向幸福生活的人间奇迹：不论是赫哲族聚居的
八岔、悬崖峭壁的凉山，还是苦瘠天下的海雀、
永葆活力的大庆；不论是太行山区的阜平、南屏
峰下的赤溪，还是骏马奔腾的内蒙古、三十而立
的海南……全面小康、民族复兴照耀的每一个角
落，无数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无数人的梦想因
此而实现，无数人的幸福因此而成就。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坐在办公室
里看屏幕，是欣赏不到最美风景的。只有走出
去、沉下去、融进去，文章才会沾泥土、带露
珠、冒热气。“毕节师范学院毕业的詹以香，
赴任海雀村支书的当晚，一个人心神不宁躺在
简陋的村委会办公室里，风声狗叫声格外刺耳，
一夜未眠……”这样的报道细节，不与采访对象

“火塘夜话”，没有感同身受，难以挖到，更难以
呈现。

在场感、带入感，写出纵深感，写出风云
气，增强思想性、可读性，是这些通讯的一大特
色。这 12 篇 （组） 通讯有大视野、大格局，善
于从全局、从大局观察和思考问题、采写报道，
充分展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
中国脱贫攻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刻揭示取得
这些历史性成就的主要原因、宝贵经验。

如何面对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
时代之问，这是新时代人民日报记者的思考，也
是新时代人民日报记者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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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外出旅行会选择
住酒店，也有不少人对民宿
青睐有加。若是能够“夜住
民宿，晓读图书”，想必自是
别有一番趣味。

在广东佛山市，当地图
书馆启动“图书馆+民宿”项
目——“旅图·晓读夜宿”，
与 民 宿 合 作 建 设 民 宿 图 书
馆，将图书馆资源和服务延
伸进景区景点，从而使游客
在“行万里路”中“读万卷
书”。如此创意，令人眼前一
亮，心向往之。

据悉，佛山建成的民宿
图书馆“一民宿一主题”，有
的主打民国风情，有的将水
乡 古 韵 风 与 新 式 简 约 风 相
融，不一而足。并且，各民
宿图书馆还着力打造与之匹
配的读者活动，比如播放老
电影、开展相应的主题讲座
等，在多角度满足游客阅读
体验的同时，也为游客提供
了更为丰富的选择。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佛
山民宿图书馆背后有着佛山
市图书馆的鼎力支持。民宿
图书馆的部分图书由佛山市
图书馆配送，一些民宿图书馆的图书还可与佛山市图书馆
众多服务点通借通还。为了方便游客借阅图书，佛山市图
书馆开发了“线上办证”和“图书转借”程序，嵌入微
信公众号，使用一部手机就可以完成民宿图书馆的图书
管理、读者服务。

当前，文旅融合发展乃大势所趋，各地相关部门采取
多种举措，努力实现以文促旅、以旅彰文。佛山民宿图书
馆正是文旅融合发展的有益探索，也是公共文化建设的一
种创新。它既丰富了基层图书馆服务体系，把服务资源延
伸到城乡角落，又增加了旅行的文化内涵，使人们在旅行
中体味到阅读的快乐与充实。

不仅如此，还要看到，民宿图书馆的建设也在当地营
造了浓郁的文化氛围。群众在家门口就可以读书，这有助
于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便利化，也有助于推动文化
兴乡。正如当地一家民宿图书馆的经营者谈到的，自从引
进图书馆项目，民宿变得更有温度、有文化，不仅客人很
喜欢，村民也经常带着孩子来看书，周围的白领在工作之
余也会前来充电。

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越来越多人期待走进名山大
川，游历古今名胜，过一种“诗与远方”的生活。有句话
说得好，“书林是一个最可逛，最应该逛的地方，景色无
边，奇妙无穷。”因此，将逛景点与逛书林有机结合，既具有
可观的经济效益，又有着良好的社会效益，可谓一举多得。

近年来，中国书香社会建设持续推进，全民阅读活动
如火如荼。在此形势下，将书香融入民宿，让民宿用书香
留客，创造条件使人们在时间的流动、空间的转换中，真
切地感受到读书的滋养，使人们心中的“远方”更富诗
意。期待各地有更多文旅融合的尝试，让书香伴随越来越
多游客的足迹，飘散得更广、更远……

日前，湖北省襄阳市图书馆南城分馆在襄城区尹集乡
凤凰村开馆。该分馆设有少儿阅览区、亲子共读区、文献
借阅区、文学艺术区等，为读者免费提供借阅、检索、咨
询、文化交流、非遗体验等服务。据悉，该分馆是由湖北
省襄阳市图书馆主导，社会力量参与的襄阳市图书馆总分
馆建设项目，是创新打造小而美的公共阅读和艺术空间的
有益尝试。

图为读者在襄阳市图书馆南城分馆阅读。
杨 东摄 （人民图片）

图 片 报 道

打造小而美的阅读空间

作为一个爱书之人，我无论走到哪里，都离不开书。
尤其是在旅途中，无所事事的坐车时间用来读书，可谓是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了。
上大学时，每个假期坐火车回家单程需要 22 个小时。

漫长的旅途对我来说并不孤单，一上车就打开书，心情随
着 《唐宋传奇集》 中卢生一枕黄粱、柳毅义气传书的神奇
情节而跌宕起伏，为《白鹿原》《芙蓉镇》中田小娥、胡玉
音们的命运而叹息……火车上的嘈杂声也充耳不闻。

后来参加工作，出门的机会更多了。探亲、出差、旅
游，无论长途短途，我的行李中必然会有书。上了车，拿
出一本书，戴上耳机，一段惬意的旅途就开始了。读 《浮
生六记》，看沈复与妻子陈芸赏月、吟诗，为他们把平凡甚
至困苦的生活过成诗所打动；读《食事》，被汪曾祺笔下的
美食馋得垂涎欲滴，更感受到美食背后深厚的文化底蕴和
人间真情；读《活着本来单纯》，看丰子恺老先生与孩子们
充满趣味的对话，自己的烦恼也消失不见了。旅途中，没
有工作的压力，没有朋友的邀约，没有娱乐的吸引，只需
要以书为伴，全身心沉浸在文字里，静静地享受属于自己
的时间。

在旅途中读书，一开始只是为了打发独自出行那漫长
的时光，后来，在旅途中读书便成了我生活中的一份小确
幸。从买好车票那一刻起，我就开始盘算着要选什么书与
我同行。根据旅途长短来确定书的薄厚，根据旅行目的来
选择书的类型，书的内容决定着我旅途中的时光会以什么
心情度过。几番取舍，直到被选定的书装进行囊，这过程
也是极有趣味的。

诗词、游记、散文往往是我旅途中最喜欢读的书的类
型。因篇幅不长，不至于废寝忘食伤了眼睛。有次和同事
去北京参加培训，带的是《蔡澜旅行食记》。在路上跟着老
先生的文字选定了晚餐，下车安顿好便带着同事去打卡

“爆肚冯”，其招牌爆肚脆嫩爽口果然名不虚传。和好友去
青海旅游时，景点之间车程有时长达六七个小时，一车人
手机玩到没电，聊天聊得口干舌燥，睡觉睡得头晕目眩，
我捧着一本冯骥才的 《世间生活》 读得有滋有味，丝毫不
觉辛苦。

在旅途中读诗词，常会有一种奇妙的感觉，似乎隔着
时空和作者产生了强烈共鸣。有一次告别父母返津上班，
带的是一本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纳兰词笺注》。车驶出省界
时，抬眼望向车窗外，正是暮色四合，一股薄雾自大地升
腾而起，连同渐浓的夜色，笼罩着四野。目之所及，渐渐
融入黑暗，远处城市的灯光时隐时现，似遥远的星星，忽
明忽暗，闪闪烁烁。我心中蓦地涌起一股强烈的孤独感，
似天地间仅我一人，脑海里反反复复想着刚刚读过的“雾
窗寒对遥天暮，暮天遥对寒窗雾”，“问君何事轻离别，一
年能几团栾月”，竟不由得落泪。

旅途漫漫，以书为伴便不觉孤单。人生又何尝不是一
段漫长的旅途呢？在这旅途中，无论是驱赶迷茫，还是对
抗平庸，读书都是最简单也最实用的方法。以书为伴，生
活中的不解与疑惑都能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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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

人生漫漫书为伴
屈梦媛

倾情抒写新时代的胜利和荣光
——读《人民日报这样讲故事》

李 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