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
郑报融媒记者 武建玲

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眼从事新
闻工作已 19年有余。回想起这么多
年的从业经历，虽然也为一些报道时

隔多年仍被人记起而略感欣慰，但更
多感受到的是，面对日新月异的新时
代，新闻工作者必须不忘初心，苦练
本领，做好新闻，才能在激烈的竞争
中站稳脚跟。

如今，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和移
动互联网的发展，纸媒的风头正逐渐
被指媒抢走，手机就是一个微型电脑，
承担着记载、录音、照相、摄像、编辑等
诸多功能。作为新闻工作者，我们要
与时俱进，及时掌握先进的采编技能，
把采访到的内容及时以最快的速度推
送给受众。

近两年，郑州的对外交流活动越
来越多，郑州开始在更大的舞台上展
示魅力，这也对我们新闻工作者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干新闻真的是一个
能锻炼人、让人长本领的职业。记者
既需要新闻专业知识，还需要所报道
领域的专业知识。这就要求我们不
断学习、提升。作为新闻工作者，拥
抱新时代，不断学习新本领，永葆对
职业的责任心和敬畏感，是我们什么
时间都要坚持的。

新闻路上不忘初心，坚守理想砥
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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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正出新再出发
郑报融媒记者 刘俊礼

我们与祖国同行，我们与人民同
行，在这伟大的变革年代，我们既是
记录者，也是参与者。作为从事时政

报道多年的老记者来说，在媒体融合
的情势下，我必须站在新起点，整装
再出发，让“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
章”焕发新时代的光芒。

对党报来说，时政新闻是非常
重要的新闻产品，在一定程度上，时
政报道的水平，代表着党报的核心
竞争力，代表着党报的权威性、公信
力。但提起时政报道很多人认为枯
燥无味，可读性不强。这给时政记
者提出了新的要求，那就是不能墨
守成规，必须守正出新，要树立“大

时政”理念，牢牢把握守正这个根本，
通过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
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不断提升自己讲政治、有思想的
时政素养。

适应新形势，展现新作为。我将
用群众观点，用互联网思维、用新技
术寻求时政报道的创新表达，努力做
到“连天线、接地气、冒热气”，让融传
播多姿多彩，为郑州加快建设国家中
心城市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证和精
神力量。

每天，我们总在关注城市变
化，关注经济发展，关注百姓民
生……

今天，我们把版面留给自
己。只因今天是2018年11月8
日，中国第19个记者节。

这是个不休息的节日，这一
天，记者们依然在路上。

不管传媒格局如何变化，我
们从未缺席每一个日与夜。

我们以梦为马，做精神与价
值的守望者，一路狂奔；

我们以梦为马，不忘初心，风
雨兼程。

只要有新闻，我们就会出发！
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

的骄傲！
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本

报记者、编辑讲述的新闻背后
的故事。

让我们回望自己曾经走过的
路，以及这个职业背后的责任与
担当。

回望，也是为了更好地再
出发。

最美的风景在路上，最好
的故事在基层。让我们迈开双
腿，沉下脚步，讲好中原大地上
演的好故事，不负记者职业的
责任与荣光。

18年前，我刚刚开启记者职业生
涯，岁月转瞬即逝，那群青春四射的

年轻人也从“灿烂芳华”步入了“不惑
岁月”。

站在岁月的又一个节点，脑海中
像“过电影”一样浮现出一个个难忘
的采访场景：一次次暴雨倾盆、大雪
飘洒中，我们毫不犹豫地冲进雨幕、
大雪中采访；2007年 4月，在郑州举
行的第二届中国中部投资贸易博览
会上，我们跑步追着吴仪副总理，想
越过高大保安的警戒，问她一个关于
郑州的问题；作为财经记者，近 20年
来，我们每年都奔波在河南投洽会、

中国郑州国际旅游城市市长论坛、郑
交会等多个大型会议、论坛、展览现
场……当一天的“连轴转”活动结束
后，我们经常顾不上吃晚饭，就匆忙
在电脑上紧张敲字……我经常会想：
恐怕在这世界上，再没有另外一种职
业，可以让我每天都接收到新生事
物，第一时间去触摸这个世界的“最
新脉动”吧！

因为热爱，所以执著，近 20 年
来，我从未离开自己钟爱的新闻采访
一线。

因为热爱 所以执着
郑报融媒记者 成燕

在我的采访生涯中，绝大多数是
驰骋赛场的矫健身影和鲜为人知的

幕后故事。
王随生，在河南足球界，他的名

字和人品，俨然就是河南足球的符号
和代名词。王随生发起的“山娃足
球”公益团队已经走过 100多个山村
小学，大多都是贫穷落后的山村小
学。在这些贫困小学中，嵩县的一对

“夫妻老师”让王随生及其爱心团队
永生难忘。

“夫妻小学”位于嵩县车村镇佛坪
村，学生不过四五十人，任教的老师共
有三位，校长申德智和英语老师李娟

娟是一对80后夫妻，另一位是学校的
代课教师。2017年5月26日，参与王
随生“山娃足球”项目的教练团队和志
愿者等十几人来到了佛坪村小学。从
事餐饮工作的赵朋夫妇抱着4个月的
孩子，带着事先揉好的面坯、羊肉和调
味品，专门在学校的食堂里给每位孩
子做了一碗郑州烩面。

看着渴求知识的娃娃们，每一次
活动，每一次大山深处的呼唤，每一
次渴望的眼神，都让公益活动的参与
者心潮澎湃，思绪难平。

难忘来自大山的呼唤
郑报融媒记者 刘超峰

当咪蒙连续写出几篇 10万+，继
而成功接广告到手软、赚得令媒体同
行都眼红的时候，我在写稿子；当六
神磊磊手撕公号红人周冲洗稿，媒体

人为“原创”振臂高呼的时候，我在写
稿子……

为什么没有转型或者跳槽？我
也在追问自己这个问题。直到有一
天，我接到一条短信。

“左记者好！父亲节即到，我很
想给您发一篇文章，题目是《一座中
华民族父亲山》……因没有您的邮箱
和微信，我现在冒昧到您的单位送
稿，躬谢！”这位素不相识的作者默默
发了条短信。而我，几乎几秒之后就
把此事忘到了九霄云外。

直到我下次到单位，同事给我拿

来一沓书写认真工整的手稿，告诉我
前几天有位满头白发的老先生等候
良久，最后才留下手稿离去。

这是一个信息化时代，为什么还
有人执着地在酷暑时节不惜穿越整
座城市来给一位媒体记者送手稿？

是信任。
我该做的，往小了说是媒体职

责，大了说，是使命担当。
可能我不是别人眼中的“好记

者”，没有出名也没得利，甚至没有几
篇拿大奖的稿子，但我每天都在寻找
可以传递给他人的力量。

我不是个“好记者”
郑报融媒记者 左丽慧

大概是有过从军的经历吧，对
“责任”二字看得尤为重要，有一次采

访，至今想来仍心绪难平。
那 是 四 川 汶 川 大 地 震 一 周

年，根据报社安排，我作为报道组
的 成 员 ，和 同 事 们 一 起 奔 赴 灾 后
重建现场。尽管地震已经过去了
一 年 ，但 从 江 油 去 北 川 老 县 城 的
道 路 依 然 没 能 完 全 通 畅 ，道 路 狭
窄，走走停停。

来到进入北川老县城唯一的入
口：一扇铁门前，威严的武警守卫着，
禁止进入。此时，门口已经挤满了被
拒绝入内的人。有的是缅怀亲人，有

的是旅游，有的则要祭奠那些不知名
的英雄。面对这样的情景，加上沿途
奔波的辛酸，五味杂陈，顿时涌上心
来，泪水唰唰地奔涌出来。

这是一次刻骨铭心的采访，在
我后来的采访活动中，也经常遇到

“心绪难平”。但，最终，我选择了
我的职业立场，选择站在记者的客
观、公正立场，用事实说话，给当事
人、受害人机会表达自己的观点和
想法。

这，就该是责任使然。

有责任就要有担当
郑报融媒记者 孙志刚

不知不觉中，18年的时光倏然而
过，最让我后悔的，却是一次未能完
成的采访。

2007 年 10月中旬的一天，我搭
乘 218 路 公 交 车 去 参 加 新 闻 发 布
会。当车行至纺织大世界站，一位
盲人老者摸索着上车，怒气冲冲地
大声投诉起来：“刚才过去了两辆
218路公交车，愣是没有一个司机停
车让我上车啊！难道，就因为我是
盲人，司机就可以歧视我吗？”作为
记者，我第一反应就想上前了解老
人究竟遭遇了什么委屈，可又怕因
为一件偶遇的“小事”而耽搁了重要
的新闻发布会。

职业的本能最终促使我走上前

去。当老人知道我是一名记者，喃喃
地说：“谢谢你，谢谢你！”此时，公交
车马上就要到站了，我不能错过约定
好的新闻发布会，只得匆匆记下王老
先生的联系方式，约定次日自己一定
登门采访。然而，当第二天我拨通电
话后，才发现当天匆匆记录的电话号
码竟然出了差错，不能联系到那位失
明的老人。

一想起这个未能进行的采访，我
总是后悔而愧疚，后悔是因为自己犯
了不该出现的失误，愧疚则是因为辜
负了一位读者的信任。

一次未能完成的采访
郑报融媒记者 王红

进入记者行业十六年，最难忘
的是 2005 年参与的纺织工人系列
报道。

纺织工人曾经是郑州最骄傲光
荣的职业，然而时移世易，曾经辉煌
的纺织业也遭遇没落。当年是为了
迎接五一劳动节，决定做一期纺织工
人的策划。

于是我有幸见到了创造“闪电式
接头法”的全国劳模盛婉、几十年如
一日进行技术革新的工人工程师贺
友三、国棉一厂退休老人孔德勤……

采访时已经退休的孔德勤说的
话，至今读来令人动容，她说 ：“1953
年我们刚进厂时住的是工棚，却幸福
得天天像做梦一样，一个没文化的穷

孩子能当上国家大厂的工人，我把心
都织进了布里。”

还有当时仍在职、多家民营企业
高薪也挖不走的全国劳模路树拔，当
时他每月八九百元的工资只是妻子
的零头，但他却很知足：“钱不能衡量
一切，爱人单位分房子，就因为我是
劳模，让我们第一个挑。你为社会做
点事，社会也不会忘记你。”

有人会说他们傻，他们确实付出
得多、得到的少。但他们身上那份坦
荡、平和、淡然、宁静，每每想起总令
人肃然起敬。

忘不了那些纺织人
郑报融媒记者 侯爱敏

文章来自采访，而一次采访的启
示，足以铭记一生。

那是一个深秋的午后，阳光灿

烂。74岁的柴军朴坐在他的书桌前，
双手捧出一尺多厚的叙事诗文稿
——《华夏魂》。

柴军朴是新郑人，家住黄帝故里
旁的接旨胡同。慕名拜访，老人泡茶
招待，动作敏捷，身材匀称，头发乌
黑，目光有神。

2006年，退休后的柴军朴有了更
多闲暇，正式着手创作长篇叙事诗。

“ 刚 开 始 写 长 篇 ，遇 到 不 少 困
难。”老人说，当时自己掌握的文字资
料少，一位学生帮忙找来数十本参考

书，创作进度开始稳步推进。
《华夏魂》诗稿共分五卷，由《序

曲》和 13个乐章组成，从鸦片战争一
直写到新中国成立后的 50年代。年
近古稀的老人自学打字，用电脑打出
了300多万字的诗稿。

“书稿能出版成书是最好，不能
出版也无所谓。”老人说，写诗是爱
好，不图赚钱，不求出名，还要继续写
下去。

为而不有，做而不求，人生的感
悟，深刻隽永。

足以铭记一生的启示
郑报融媒记者 张立

最美的风景在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