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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巩义曾是一位声名
显赫的记者，铁肩担道义，妙
笔扬正气。因文化体制改革，
所在的报纸停刊，他成了当地
一份内部报纸《巩义时讯》的
采编人员，深厚的新闻情结使
他依然充满着火热的激情。
他叫王合实，十年新闻路，满
腔为民情。

翻开《现代汉语词典》第
597页，对记者一词是这样解释
的：通讯社、报刊、广播电台、电
视台等采访新闻和写通讯报道
的专职人员。当别人喊他“王
记者”时他是满足而快乐的，他
管理的巩义市新闻中心信息科
还有十几位像他一样的“记者”。

45 岁的王合实，军人出
身 ，侠 肝 义 胆 ，一 身 豪 气 。
1998年从部队转业后，就走上
新闻岗位，一干就是10年。一
路跋山涉水，十载新闻情缘，
哪里有新闻，哪里就有他，他
用坚实的脚板丈量着巩义的
每一寸土地，该市 292 个行政
村，村村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当记者，能多做利民的善
事就多做一些。”2002年，刚刚
考上武汉大学的夹津口镇贫困
学生曹稳斌患上肾衰竭，需做
换肾手术，但由于其家庭困难
全家几近绝望。王合实闻讯
后，第一时间来到地处深山的
曹稳斌家中，当看到只有三孔
破窑洞、连一样像样的家具都
没有、为治病还落下了上万元
外债的情况后，记者的责任感
激起王合实发誓尽力挽救曹稳
斌生命的决心。于是，他到医

院进行细致采访，在原《巩义
报》发表了挽救曹稳斌生命的
系列报道，引起强烈的社会反
响。武汉大学、曹稳斌的村庄、
巩义的社会各界和素不相识的
好心人，纷纷慷慨解囊，共为其
募捐资金近10万元，终于使其
顺利进行了手术。

作为一名新闻从业者，民
生小事也是大事。2003 年夏
天，从巩义市区到回郭镇的公
交车票破天荒降到了不足以盈
利的 1 元，顿时运营秩序混
乱。为揭示真相，王合实带领
两名记者深入站点调查采访，
终于弄明白了降价背后的原
因，深度报道《“全程1元”的背
后》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高度重
视，及时制止了恶性竞争行为，
使公交车营运秩序恢复正常。

弘扬社会正气是一名新闻
从业者的天职。2007年1月15
日，巩义市公安局 110 指挥中
心副主任王立新由于劳累过度
倒在了接警台前。王合实第一
时间赶到现场，经过深入挖掘
采访，发表了长篇通讯《大写的
人生》，由此掀起了一场全市向
王立新学习的高潮。

“名分不是最重要的，只要
你选择了就不要后悔，而且更
要严格要求自己。”王合实说。
在《巩义时讯》王合实承担了大
量的头版报道，从巩义经济发
展，到领导活动，民生民情都有
他慷慨激昂的文字。10年来，
王合实在新闻这片沃土上默默
耕耘着，播撒着希望种子，也激
励着更多的人奋发进取。

来自豫西北的感动
本报记者 刘俊礼

河南省新农村建设帮扶工作办公室组织中央驻豫和省、
市主要新闻媒体进行集中采访新农村建设帮扶报道活动，郑
州日报作为唯一市级媒体被邀请参加，荣誉和责任让我既激
动又紧张。

10月28日早上，秋雾弥漫，挥别熟睡的妻儿，踏上采访的
征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豫西北这些欠发达地区农村怎
么建？能建个啥样？这些疑问一直环绕着我，然而随着采访
的深入，我每天都被一种精神感动着：驻村帮扶队员背井离乡
倾情帮扶贫困乡亲，大学生放弃城里工作，回村带领群众致
富，成为新农民的领头雁……

之后的一周采访时间内，我先后抵达鹤壁、安阳、濮阳、
新乡、焦作、洛阳、济源、三门峡，采访了 50 多个村庄，漫长
的采访旅途，并未让我疲倦，因为当我看绿树掩映、鸟语花
香、整齐干净的农家小楼，村民们洋溢着幸福的笑脸，当我
看到越来越多农民挥别“出行难”、“饮水难”，当我看到住
着小洋楼的农民享受着和城里人一样富足的生活时，那些
为新农村建设贡献智慧和汗水群体让人感动，是他们让更
多农民享受发展的成果，一点一滴实现农民的安居乐业、幸
福安康。

采访中，介同彬，这个名字让我久久难忘，虽然他只有 35
岁，但他不仅把自己的企业搞得红红火火，还带领300多养殖
户走上致富路，他就是鹤壁市淇县袁庄村支部书记。几年前，
这里的百姓还是守着几亩地，过着穷日子，出门一脚土，下雨
一身泥。介同彬2002年投身当地“大学生村官”计划，在驻村
工作队的帮助下，利用专业特长，先后带领两个村的群众走上
致富路，村里每年的养殖租赁收入达70万元。

在安阳采访时，崔新丽爱心故事让我的心久久不能平
静。她是安阳市新农村建设帮扶工作办公室的一名普通职
员。2007年元旦，刚刚新婚燕尔的崔新丽得知安阳市福利院
正在举行“孩子们，‘妈妈’带你回家过年”的活动，她动心了。
崔新丽来到了福利院，这是她第一次见到雷雷，一个双耳失聪
的孩子。“我当时就掉泪了”，崔新丽说，“因为有听力缺陷，雷
雷一出生就被父母遗弃，很可怜。”

2007年的新年，一个刚刚组建的小家庭，就这样，多了一
个两岁的孩子。

“你打算把雷雷抚养到什么时候？”记者问崔新丽。“长大
成人吧，现在正筹钱帮助雷雷植入人工耳蜗，让他逐渐恢复听
力。”说这句话的时候，崔新丽显得异常坚定。

一次难忘的采访，就是一次洗涤心灵的历程。社会主义
新农村承载着农民的希望，那些常年与百姓同甘共苦奉献青
春的驻村帮扶队员们，你们的智慧将不断焕发出历久弥新的
光彩。

随着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移民今年陆
续从源头南阳市淅川县迁出，我国规模最
大的跨流域调水工程移民工作正式开
始。根据规划，9月 10日以前，淅川县将
有 1.06万移民重新安家。中牟县刘集镇
姚湾新村作为首批建设的 10个移民新村
之一，开始迎接“外来客”。

作为郑州日报驻中牟县记者，我有幸
见证了我市首批试点移民从离家到入住
新村的全过程，并且此后多次追踪采访，
见证了许多感人故事。

8月19日下午，部门工作调整的会议
刚刚结束，我的第一个采访任务就来了：
第二天一早随中牟县有关部门赴淅川县
姚湾村，迎接第一批移民。

“你小子好运气，头天做记者就碰上这
么个好题材。一定要深入采访，把稿子写扎
实。”报社一位老师拍着我的肩膀，语重心长。

与中牟相关部门联系，约好第二天出
发的时间，然后继续当天的夜班编辑工
作。20日一早，来不及吃饭，迷迷瞪瞪地
就登上了去中牟的汽车；11时30分，在中
牟县委门口，引导车、服务车、救护车、24
辆长途客车和 47 辆货车相继发动，开始
了8个小时的长途奔波。

晚上 8时许，当我们冒雨赶到淅川县
城时，工作人员才发现由于来接移民的单
位太多，县城所有宾馆都已爆满，日报、晚
报的 4名记者挤在一个房间里，床垫被拉
到地上凑合了一晚……

要保证移民在下午赶到新村，上午 9
时前就必须出发。21日凌晨5时许，睡了
不到 4个小时的我们被叫醒上车，开始在
崎岖的山路中向姚湾村出发。近 7时，车
子一排排停在了雨后刚刚睡醒的姚湾村。

要写好稿子，采访必须深入、扎实。

宁可采访内容用不上，也绝对不能不够
用。车子刚停稳，我就冲下去开始一家家
地进：在郑州打工的王仁华，自己买了一
辆昌河车，年迈的母亲虽然舍不得老屋，
他却收拾得很利索；正在郑州大学上学、
22岁的姚武这一次要把家人全部带到他
已经生活了三年的城市；64岁的王九斤老
人已是第二次搬迁了，从原来的“水撵着
人走”、挑着箩筐搬家，到现在坐着大客车
搬家，抱定了要跟中牟老乡学种西瓜的老
人相信生活会越来越好；11岁的王杰“很
想去新家”，可是他更舍不得去年刚去世
的、葬在村子对面山头上的奶奶，“奶奶会
找不到我的”……

这些鲜活的事例成了我第二天稿子
的主要内容，他们的故事在感染我的同
时，也通过我的笔打动了众多读者。8月
21日，郑州日报 1版刊发了《丹江碧水一

线牵 淅川中牟一家人（引题）南水北调首
批移民安家郑州（主题）》的配图消息、8版
刊发了《从此郑州是俺家——丹江口库区
首批移民落户中牟》的侧记，两篇文章在
得到报社领导、中牟县有关部门表扬的同
时，也得到了读者的好评。这些一起颠簸
了 8 个多小时到达中牟的采访对象也成
了我的朋友，在此后的一系列采访中给我
了很多帮助。

我很庆幸没有辜负那位拍着肩膀鼓
励我的老师的期望，我更庆幸从一个侧
面见证了一个世纪工程背后的诸多感人
故事。作为一名记者，我用笔记录他们
的新生活，选择其中的一个点、一个瞬
间、一个故事来折射这个为了“大家”舍
弃“小家”、为了“大我”牺牲“小我”的群
体的无私奉献精神，我的职业自豪感油
然而生！

头天做记者就中了“头彩”
本报记者 张乔普

做一名快乐的小记者
郑州师专附属小学 袁 舒 指导老师 刘素平

自从成了一名郑州日报小记者，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
变化。

每一次学校举行活动，我们小记者的肩上就比别的同学
多了一项重任，认真编写采访提纲，细致观察、捕捉采访要点，
了解活动举办意图…… 从采访篮球联赛、跳绳比赛、轮滑表
演、太极拳比赛，到走出校园，采访晨练、歌友园地，再到走进
老年公寓关注老人晚年生活……经过一次次的磨砺，我逐渐
长大，日渐成熟。

冬天到人民公园采访晨练，我五点钟就起床，凛冽的寒
风中，虽已冻得瑟瑟发抖，可是还坚持着记笔记；采访国庆60
周年红歌比赛，回到家已经是深夜……每一次活动，都要付出
时间和精力，但比起我的收获，这些都不算什么。今年，我们
学校的小记者在刘老师的带领下采访了许多名人：从著名的
艺术家海连池、郝玉岐到郑大音乐学院的钢琴博士孙炜博，我
都很好地完成了采访任务。每一次采访前，我都要千方百计
了解被采访者的资料，确定好主题，列好采访提纲，为了配合
他们的时间，放弃上课外班是很经常的事情。有时一采访就
是两三个小时，在这么长的时间内必须注意力高度集中，而且
要认真聆听，注意记好笔记。采访完，要赶回去整理采访记
录，然后写稿子。每一次采访，对我来说，都是一次历练，一次
考验。在这样的历练和考验中，我收获着成功的喜悦，我的思
维在与采访对象接触中变得敏锐，表达变得流畅。

一个又一个的采访任务虽然让我很忙碌，但也感到充
实、快乐。我在体会艰苦和欢乐的同时，更让我懂得了许多道
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做一名快乐的小记者是我的追求和
梦想。

今年 5 月 4 日，五一假期
上班后的第一天，我突然接到
指令：由我带队赴四川江油地
震灾区，执行纪念四川汶川特
大地震一周年报道，并定于 6
日出发。

我一下“傻”了：当时正
感冒着，而且，平生芝麻大的

“官儿”也没当过，特殊时期
带队赴特殊地区采访，我能
行吗？说实话，当时我犹豫
了半天！

犹豫过后是下定决心，原
因很简单：我是党员，我是党
报老记者，关键时刻不能“掉
链子”！从接到指令到坐火车
出发，不到 48个小时，我和孙
志刚、唐强、李利强四人，各有
分工，迅速完成了一揽子前期
准备。

从7日到达江油后的整整
7天时间里，我们奔波于江油、
绵竹、北川等灾区，发回了《郑
州援建江油之——爱心篇、力
量篇、人物篇》；以见闻录、现
场体验为看点，发回了《重生、
坚定、和谐》、《北川涅槃与新
生》、《走进汉旺，感受希望》；
以现场时效性强的报道为节
点，发回了《郑州大爱再暖江
油》、《为李白故居“整容壮
骨”》等消息报道。

而最难忘的还是稿子背
后的故事——

到达江油入住的宾馆，外
表不错，走近一看，却是脚手
架林立，正在施工。服务员平
静地告诉记者，这是在给楼房

做加固工程。进入房间，一年
前大地震留下的裂缝，依然

“爬”在墙上！
达到江油的头天晚上，简

直“祸不单行”：电脑故障影响
情绪、思忖第二天的采访、同
伴打呼噜。几乎一夜无眠，第
二天，照样前往北川采访。摄
影记者李利强由江油到北川
采访，租车打的300多公里，在
陡峭的震区山路上往返颠簸
几个小时。早上出发时，小伙
儿连肚子都没填饱，就这样饿
了一整天。

绵竹市汉旺镇东汽中学
是我们采访的重要一站。当
我们来到东汽家属院时，大门
封闭，禁止入内。好不容易找
到抗震救灾办公室，又因没有
当 地 的 介 绍 信 而 被 拒 之 门
外。几经周折拿到的进门证
上还写着：采访限“一个小
时”，且“安全责任自负”，让人
哭笑不得。

5 月 10 日，采访接近尾
声，本来准备从成都飞回来，
恰恰这一天，成都机场报告了
国内首例甲流病例，大家一听
又傻了脸！结果，最先要求坐
飞机返回的一位同事却又“哭
着喊着”坐火车回来。

……
5月 14日，报道小组回到

郑州，我这个“临时组长”自动
“失效”。但永不失效的却是
使命与责任：随时随地听从召
唤；关键时刻，作为党员、党报
老记者，就得冲得上去。

难忘地震灾区7日行
本报记者 党贺喜

建业：我的“好兄弟”
本报记者 刘超峰

中学时代的我，对足球的迷恋程度绝对称得上痴狂，不
仅将当时所有的足球类报纸一网打尽，而且更是足球赛场的
直接参与者，虽然比起专业队员，我的水平确实业余，但在业
余群体中我绝对最“专业”！当我们冒着风雨驰骋在绿茵场
时，所有的烦恼就统统跑到了九霄云外，足球彻底成了我们
的“忘忧草”。

1994 年，河南足球开始踏着“职业”的隆隆列车奔驰而
来，就在当年 8月 27日，河南建业足球俱乐部注册成立。随
后，在建业的风雨兼程中，记者和建业走得越来越近。1991
年进入报社，在当时体育记者王微晶等哥们儿的熏陶下，我
和建业有了更近距离的接触。直到2000年，梦想当一名体育
记者的夙愿终于变为现实，从此建业和我成了不折不扣的

“亲兄弟”，几乎每天形影不离。期间和建业一同经历了坎坎
坷坷的风雨路，大家共同体味了 1997 年未能冲进甲 A 的遗
憾，1998年不幸降级的悲伤，1999年重返甲B的顽强，2006年
进军中超的疯狂，更有 09冲超季军的狂想，足球让我们的心
紧紧连在一起。

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以来，建业足球一直肩扛河南足球的
旗帜征战南北，建业足球曾遭重创和挫折，甲B时期的建业足
球，两度落入乙级，但从未放弃。建业足球成为中国唯一没有
更换投资人的职业足球俱乐部。1994年到现在，有多少足球
俱乐部的投资人信誓旦旦地要打造“百年俱乐部”，但事实显
示，国内各级足球俱乐部累计更换股东单位数不清，而河南建
业凭借坚忍、执著、不屈，才使得河南足球取得今日的捷报。

时光定格在今年 10 月 31 日，中超最后一轮建业客场
挑战深圳的谢幕战，虽然遗憾负于对手，但中超季军的历
史最佳成绩却让河南彻底火了一把。前两年默默无闻的
河南建业，进入到第三个中超赛季的时候突然发力，这支
不显山露水的平民球队突然来了精气神，搅得中超风生水
起，成为今年最黑的“黑马”。

伴随着建业的前行，记者和建业还要携手，这样的携手
肯定最终有“分手”的那一天，但我却无怨无悔。因为有了建
业，让我找到了快乐，而人生最大的幸事莫过于快活每一天，
而建业能够陪伴我的每一天，我心足矣。

昨夜 11 点，下班回家的路
上，初冬的郑州温暖如春，街道
美丽而寂寞。刚刚编辑完记者
节的图片，心情格外的兴奋，这
是属于我们的节日，照片记录下
了属于我们的欢乐。

不知不觉已经值了100多个
夜班了，在主任和同事的帮助
下，我熟悉了“黑白颠倒”的生
活。每个晚上，我会用心去对待
每一张照片，因为每个镜头的背
后就是一段故事，也包含了无数
记者的心血。

新闻照片是报纸的眼睛。
从暑期舞蹈班到淅川移民，从神
秘古宅到全民健身日，从高空

“蜘蛛人”到公安消防……30 多
个视觉专版受到了读者的好评，
每次在编辑这些照片和文字的
时候，也是我心灵上的一次洗
礼，每一个专版的背后摄影记者
们都要付出艰辛和努力，深入到
不同的工作领域和战线，接触社
会各个阶层的人群。

《人民日报》副主编李仁臣
曾说过：“编辑的二次加工，是对
新闻照片内涵的再度挖掘，是对
新闻照片的包装打扮，使之在版
面上‘亮’起来”。李主编的话让
我更认识到自己的工作性质和
身上的担子。值夜班会感到疲

惫，会失去和家人朋友在一起的
宝贵时间，但所有的付出都是值
得的。摄影让我心中盛满了感
动，在这里我如鱼得水，畅快淋
漓的获取自己工作的充实感和
成就感，寻觅自己已经缺失了的
目标。

今天是记者节，我们向所有的同行问好。
农民为粮食而骄傲，教师为学生而骄傲，商人为财富而骄傲，而我们为自己是

记者而骄傲。
我们的骄傲来自同行，我们的骄傲来自读者，我们的骄傲来自曾经追踪的每个

新闻，我们的骄傲来自曾经奔波的每一座城市和村庄，我们的骄傲来自我们所挚爱
的人民和祖国。

奔走在祖国大地，我们与时代同行。在我们目力所及的地方，总有一些人让我们
激动，总有一些眼神让我们流泪，总有一些坎坷让我们辛苦，总有一些希望让我们欢
欣，总有一些疑问让我们思索。

从今天起，有过的骄傲，让我们继续；特有的骄傲，从我们开始，因为我们是记者。

“编外记者”的侠义人生
本报记者 孙志刚

当图编的一百多个夜晚
本报记者 王璇 文 宋晔 图

上图 小记者喜领
大奖。

本报记者 宋晔 摄
左图 本报记者孙

志刚在郑州日报成立
60周年之际，采访长期
关注本报的老读者84
岁老人苏军杰。

本报记者 丁友明摄

因为我们是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