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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故事在基层

以武为伴以文会友
郑报融媒记者 陈凯

2004 年，刚刚大学毕业的我进
入郑州日报工作，正式开启了自己的
记者生涯。那年 10月份在郑州举行

的首届世界传统武术节，是我第一次
“大赛”。今年 10月份举行的第十二
届中国郑州国际少林武术节，已经是
我的第 7个武术节。武术节的陪伴
见证了我的成长，而在采访报道武术
节的过程中我也结交了很多朋友。
正可谓是：以武为伴，以文会友。

吕克·本扎，非洲加蓬共和国
人。从 1991年第一届中国郑州国际
少林武术节开始，这位酷爱中国武术
的非洲人就与郑州、与少林武术节结
下了缘分。2004 年，首届世界传统
武术节期间，记者有幸与本扎有了第

一次面对面，此后的 2006 年第二届
世界传统武术节、2010 年第八届中
国郑州国际少林武术节……每届武
术节，都会与本扎见上一面，每次聊
武术节、聊生活、聊中国聊郑州的发
展……

其实不只有本扎，7届武术节的
采访报道，我也结识了很多其他习武
的国内外朋友，他们对于武术的敬畏
和挚爱也会引起我的共鸣，作为一名
新闻工作者，只有怀着对记者这份职
业的敬畏和挚爱，才能采写出有深
度、有温度的报道。

一次采访 心绪难平
郑报融媒记者 王译博

10 年采访路，大多是跟公安战
线的民警打交道……如今回想起来，
脑中的一幕幕像电影画面闪过，惊

险、刺激、辛苦、难过的情绪都有，今
天，我想说说正能量带给我的感动。

交警二大队民警周水斌，从警
21年，其中19年都在与癌症抗争，且
是痛苦最大的喉癌。“想当个好警察”
的梦想激励着他一边与病魔做斗争
一边在一线工作。不能正常吃饭，只
能在单位食堂的角落里吃流食，不能
与办事群众正常沟通，就用写纸条的
形式服务群众。周水斌工作时胸前
别着三种标志：党徽、微笑服务的笑
脸以及执勤民警的胸卡，把平凡的事
情做到极致，感动了无数人。

在周水斌家里，我看到了母亲为
了给他做流食用坏的一堆机器，看到
了周水斌为了激励自己看过的一摞
摞书，看到他每天都要早起陪儿子跑
步打球……他坚持骑行，坚持跑马拉
松，连他的主治医师都觉得他是靠自
己的意志战胜了癌症，支持他的，就
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当个好警察
的信念。

采访已经过去两年，但两年间，
我经常回想起当时周水斌说过的话，
那种坚强和向上的正能量，支持着我
度过此后的每一个低谷。

见证最温暖的力量
郑报融媒记者 李瑞蕊

在我的电脑桌面上，有一张央视
新闻联播的截图。

那是 2013 年的 2 月 9 日，除夕
夜，在郑州市骨科医院，采访时偶遇

央视记者，被镜头记录下的一幕，我
捧着鲜花和同事一起看望住院的李
刚，周围是很多热心市民，带着饺子，
大家在病房里陪李刚一起吃年夜饭，
原本素不相识的人们融洽的像是一
家人。躺在病床上的李刚幸福而又
满足地笑：“有爱的地方就有家，有家
真好！”

是的，那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一
碗面感动一座城”的故事，在我跟踪
采访的一年多时间里，每每想起，总
能让我泪盈于睫。为了帮助患癌的
小面馆老板李刚，爱心一次次如潮
水般从四面八方涌来：一碗面 10

元，有人吃完偷偷留下 100元，甚至
500元；吃完饭，有人主动当起“店伙
计”刷碗、打扫卫生；郑州多家媒体
联合，为李刚的面馆义卖面卡，6000
张爱心卡不到 1 小时就销售一空
……一个个爱心之举，让“一碗面温
暖一座城”的佳话，流出郑州，传向
全国。

其实，不只是“一碗面”的故事，
“ 陇 海 大 院 ”“ 王 宽 家 ”“ 马 路 产
房”……在这些故事里，郑州这座城
市将温情汇聚成大爱洪流。新闻是
记录，更是见证，这些报道里，我亲眼
见证了郑州这座大爱之城。

心底的梦想与荣光
郑报融媒记者 李娜

11月 8日，是一个给予我职业自
豪感的日子。

这是一个让我沉淀下来深思的

日子。这一天，我们依旧奔走在新闻
现场；这一天，我们都没时间坐下来
和家人朋友好好吃一顿饭，可在心
底，每到这一天，我们都会静下心来
问问自己一年的收获和感受。也许
在今时今日，记者不再是无冕之王，
可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
职业使命依旧在心底发光；声音嘈杂
的世界里，我们依然愿意为真相发
言，为温暖和善意点赞。

这是一个从心底汲取力量的日
子。当今，媒体环境遭遇着前所未有
的挑战，如何发出时代的强音，如何

坚守内容为王的底气，如何在融媒体
时代下勇立潮头，如何在变化诸多的
繁乱中有所创新又能初心不改？这
需要我们拥抱这个时代，而又有所坚
守；需要我们披荆斩棘的时候，不忘
来路和去处。

这是一个属于我和诸多同行的
日子。这一天，希望同行们给自己一
段喘息的时间，尽管我们依旧要写、
要拍，还是希望同行们从心底拥抱自
己，为过去说一声辛苦，向未来说一
句加油。

记者节，这是属于我们的节日。

没有假期的节日
郑报融媒记者 王治

这是从业后的第五个记者节，从
成为记者的第一天，就深感惶恐，我尽
全力去适应这个行业，最初的懵懂、痴

迷、不知所措……每每想起连自己都
觉得不堪回首。五年的时间，收获、艰
辛、汗水、荣誉，苦乐尽在其中。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为
民鼓，为民呼”……是全社会对记者
的期盼，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记者节只是一个尊重记者的形式和
符号，更是社会对新闻从业者的认
可，因此，哪怕披荆斩棘的前行也
不能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不能辜
负“记者”这一身份的荣耀，褒扬正
义，鞭笞邪恶，为社会进步和文明

贡献力量。
这可能是记者最坏的时代，也是

最好的时代。无论新旧媒体，纪念记
者节时，我们似乎更应该思考，记者这
个职业存在的价值和尊严体现在哪？
行业有寒冬，但对职业新闻的追求不
应止步。

我并不是新闻科班出身，最初因
为好奇和敬畏入了行。如今依旧，希
望未来仍保持好奇和敬畏之心。愿
文章不受斧钺之祸，新闻理想不被辱
没，职业尊严得到彰显。

心中有执念
郑报融媒记者 覃岩峰

新闻职场似江湖风雨，回首从
业十多年的经历，每年都曾沉思过、
犹豫过、彷徨过，但一觉起来，发现

执念仍在，就没有退缩的理由。
执念是一种理想。平生第一次

采访，等到离场的那一刻，一个箭步
跨到领导身前，问了一个简单到“弱
智”的问题，才心满意足离开……

执念是一种冲动。汶川地震过
后，中午接到报社电话，下午便出发
赶赴灾区。在北川的一周，白天穿
山越岭，每天利用中午和傍晚间隙，
用手机短信一个字一个字完成 2000
多字的报道，也曾和河南防疫人员
一起签下“生死状”，走进震后的“无
人区”……

执念是一种磨炼、是一种情感，
更是一种坚守。“铁肩担道义，妙手
著文章”，这种坚守的执念一直在，
记者生涯也就“遥遥无期”。十多
年的从业，经历报业潮起潮落，看
过越来越多的同行转型，不断彷徨
之间，自己始终选择坚守，仍然在
一线奔跑。奔跑，是为了永远没有
句号的采访，不管精彩与否，似乎
只有这样才能让人生有始有终，让
那么多信任、认可的人，对新闻怀
有敬意，对记者怀有善意，对生活
充满激情。

追寻心中温热的跳动
郑报融媒记者 赵文静

今年重阳，《郑州日报》专门策划
了一期特刊《一年好景橙黄》，我采访
了91岁高龄的关钦贡老人。

从上个世纪 50 年代开始，关钦
贡老人就一直工作在郑州教育一线，
把青春岁月和满腔热情献给了教育
事业。

关钦贡老人头发花白、目光矍
铄、开朗健谈，采访时老人戴着老花
镜，用手指着笔记本，一边回忆，一边
给我讲他年轻时的故事。

“老爷子当了一辈子校长，直到
退休之后才在市区有了房子。”关钦
贡老人的子女插话道。老爷子年轻
时曾几次让出分配房，“比咱困难的
老师还有很多，咱咋能先住上好房子

呢？”当时他这样安慰家人。
听到这，关钦贡老人扬扬手说：

“凡事对得住自己的良心，懂得感恩、
知恩图报，才算守住了做人的本分。”

清醒而自省，平实而执着，率真
而热忱，这样一位老人并没有做出
惊天动地的事情来，却让人肃然起
敬。

坚持梦想，不断追寻心中温热的
跳动，写出更多真切的、有温度的新
闻。如此，等我老了，才会像关钦贡
老人一样内心坦荡，怡然自得，随兴
而歌吧。

总是会被拨动心弦
郑报融媒记者 刘伟平

从事新闻工作近十年，采访过
的人事无数，那些可爱的笑脸从眼
前一一闪过。回顾走过的路，习惯

了记录别人，却忘了记录自己。只
因为收获的感动太多，总是会被拨
动心弦，恨不得把桩桩件件都一一
展现。

2012年 10月，我跟随郑州市教
育局来到新疆哈密，采访援疆教师。
在疆的短短一周，每天都被满满的感
动包围。哈密市巴里坤县背靠天山，
与蒙古接壤，是一个边陲小城，虽然
学校给支教老师们提供了最好的条
件，但是与市区优越的工作环境相
比，这里的生活依然异常艰苦。其
中，他们使用的厕所便是离住所一二

百米的“旱厕”，边陲地带夜里寒冷无
比，为了少上厕所，他们就尽量少喝
水，时间长了，每个人的嘴唇上都起
了干皮。

援疆老师们的“带头人”王幸福
说，除了条件艰苦，在安静的深夜里，
对家人的思念更如噬骨般透彻心
扉。其中几个支教老师就住在偏僻
的戈壁上，周围荒无人烟。他们说，
最喜欢听的就是附近火车的鸣笛声，
因为，火车的另一端，连着郑州，那是
家的方向。说到动情处，七尺男儿们
禁不住泪湿眼眶……

入门已经14年
郑报融媒记者 黄永东

14年前，我刚大学毕业。当时，
大多数同学选择了做语文老师。但
我心里想，我还没见识过外面的世

界，直接再回到学校教书，是不是太
封闭了？依据自己的专业，可以试试
去做记者。

怀着这个想法，还不到毕业的月
份我就和同学一起来到郑州，一家一
家媒体跑了一遍，可惜最终怏怏而归。

正当我觉得入新闻门无望，决定
先回学校任教的时候，无意间得到南
阳晚报在招聘记者的消息。第二天，
我赶到南阳晚报社，一问，哭笑不得：
负责招聘的报社领导将赶往我所在
的学校去招聘，我不如赶回学校参加
面试。于是，我又在当天夜里乘车，

急匆匆赶回学校。
想来是我当记者的决心打动了

对方，南阳晚报社留下了我。
开始当记者时，我在热线部工作，

和同事轮流接听报社24小时新闻热线
电话。那时候，读者很愿意向报社提
供新闻线索，至今我依然记得，大雪纷
飞的深夜，前往一家被压塌的超市采
访，被超市员工手拉手挡住的情景。

2006 年，我成为郑州报业集团
的一名员工，至今已经 9年了。我感
到很幸运，因为一直在从事自己想做
的职业。

和城市一同成长
郑报融媒记者 聂春洁

重阳节前夕，我到郑大五附院采
访郑州火车站老年雷峰团的创始人
左春秀老人。站在 24层的病房里，

可以眺望到开阔、恢宏的郑州火车站
西广场和广场上川流不息的人群。

“你们这一代的人可能都想象不到，
郑州是在什么样的基础上起步的。”
老人叹息道，“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郑
州根本没有算得上高楼的建筑，火车
站只有几间平房，出门就是泥巴地，
一到下雨天人人都要穿胶鞋，不然没
办法走路。就连照明设施都极其匮
乏，一到夜晚火车站就黑灯瞎火。”

当然，我无法想象这样的场景。
但是城市需要回忆。不了解郑州的
过往，你很难理解它的现在。

“人们经常说，郑州是一座火车
拉来的城市，仿佛没有历史。”在
2018 中国城市百人论坛秋季论坛
上，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副会长宋向清
说，“从历史角度来说，郑州是中国第
一古城，郑州所在的中原地区自古就
是中国最核心的区域……”

每经历一次这样的采访，我对这
座城市就多了一份理解。而作为一
名城市记录者，我每天都在和它以最
亲密的方式接触，以最热切的目光寻
找它成长的分分秒秒，以最美好的期
待陪伴它阔步向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