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最正确的科学观，对我们来
说，最重要的是思考如何践行，如何当好一名记者。

在当前的背景下，探讨“践行马克思主义新闻
观，做合格新闻人”这一主题非常有必要，从众多获
奖作品的标题上就能看出来，这些是对我们中原大
地、对郑州在舆论场上正能量的宣扬。

如何当好一名记者？我从前辈穆青那里找到了
答案。在之前的郑大纪念穆青逝世10周年展会上，展
出了穆青生前大量作品、手记、照片。穆青始终没有背
离最基本的优良品质，一生都在写作中度过，写出了大
量优秀作品，以至于在去世后多年还能被人如此怀
念，可以说穆青是践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最成功的一
个人。所以，由穆青悟出：做人就要做堂堂正正的人，高

尚的人、有人格的人。
穆青诚实、实事求是、
勤奋等优秀品格值得
我们永远传承。

年轻记者成功的
先行条件是做人。做
人要有坚定的信仰，
有人生追求并坚定不
移地实现它，有坚强
的毅力和高尚的人格、情操，才能更好地践行马克思
主义新闻观，才能不负党和人民的重托，做好城市发
展的记录者、人民声音的传播者，做一名合格的、优
秀的记者。

做新闻工作者，要想写出好新
闻，要做到“六勤”，即眼勤，多看，多
观察周围的事物，做生活的有心人；
嘴勤，多问，打破沙锅问到底；耳勤，
多听，善于发现线索；腿勤，多跑，要
深入第一线，亲临现场，多作调查研
究；脑勤，开动脑子思考和分析问
题，绞尽脑汁把报道写好；手勤，多
记，多写。

老一辈的新闻工作者为我们树
立了榜样，他们说，新闻是走出来的，

是用脚丈量出来的。目前，有些新闻
工作者存在“浮在上面，漂在表面”的
现象，就此而开展的“走转改”行动，
是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发扬。

在新时代，面对新问题和新情
况，新闻记者要坚持老一代新闻工
作者的传统美德，要扎根基层，深入
群众，用笔书写民生，把摄像头和录
音笔对准基层群众，对准老百姓。
只有这样，才能写出真正鲜活的好
新闻。

做好人 做好记者
首届郑州新闻奖获得者、光明日报社河南记者站站长刘先琴

深入基层写好新闻
首届郑州新闻奖获得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河南记者站站长辛如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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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 合 格 新 闻 人

一直以来我都在思考我和郑州的
关系，可以用融入、投入和深入三个词
来形容，多年来，我都深深地爱着这个
城市。

近段时间以来，省会各媒体都发
了不少郑州温情事件的报道，让人感
觉到郑州这个城市充满了温暖，充满
了爱。感受最深刻的便是郑州各行业
工作人员的笑脸。可以将“大爱郑
州”、“微笑郑州”作为城市的一张名
片。这些更让人感受到郑州这个城市
浓浓的暖意，一个温暖的城市会激发

市民为其发展多做贡献，推动整个城
市全面成长。

新闻工作者要做城市的建设者
而不是破坏者。既要进行建设性的
监督，更要看到大局、看到积极向上
的身边人。我们要融入这个城市，带
着感情和问题去报道、爱护这个城
市。因为，好的报道也是一种监督，
一篇好的新闻报道就能为一个城市
带来提升。新闻工作者应该深入挖
掘，全面反映，为我们深爱的城市做
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面对自媒体时代的高速发展，做
了 20 年的记者，面对着新闻越来越

“快”、时效性越来越强的现象，核实
新闻准确性越来越难的现象等。在
此环境下，一定要不断地充电，向现
实、生活学习。要不断地深入基层采
访，站在更高的角度上思考，让观点
更加准确、客观、全面。

做新闻，没有捷径可言，要用自
己的眼睛、耳朵和头脑，坚守准确、真

实、全面的原则，才可能写出真正的
好的新闻。

郑州无论是“一碗面温暖一座
城”，还是“雷锋哥”和“送水哥”等故
事，在全国都有很大的影响，这说明
郑州不仅在经济方面拥有全省三分
之一强，同时也是一个新闻宝库，我
们将深入地挖掘郑州这个新闻宝
库，写出更多更好更有价值的新闻
报道。

新闻工作者不是破坏者
首届郑州新闻奖获得者、人民日报社河南分社采访部主任曲昌荣

做新闻没有捷径
首届郑州新闻奖获得者、新华社河南分社政文采访部兼郑州采访部主任郭久辉

社会充满了真善美，也存在着假
恶丑，但我们新闻人要用放大镜看真
善美，用平面镜对待假恶丑，才能最
大程度弘扬正气、激发正能量。

大众虽然平凡，但大多数还是心
存善念，如果用心去发现，在自己活
得温暖的同时，也会将温暖传递。
这些善念、善事是社会发展的旗帜、
号角和战鼓，假恶丑则是前进中的
石头。

作为新闻工作者，放大正能量的

同时也不能回避假恶丑，在传播报道
时，要把握好角度和深度，客观、真实
地反映。

要实现家国梦，就要有自信，自
信来源于对社会的信心，而这种信心
来源于我们这些传播者的塑造。不
能夸大、渲染假恶丑的同时，对于一
些低俗报道，作为新闻工作者，要主
动、自动抵制，不传播更不大肆宣扬，
最重要的是创造和谐、纯净的媒体氛
围，为和谐社会保驾护航。

2013年对中国媒体来说，将是载
入史册的一年。在现在的背景下，在
纷繁复杂的舆论场，主流媒体应该
扮演什么角色来提升整个媒体的公
信力？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绝不是空谈或
考题，是我们广大新闻工作者需要严
格恪守的红线。在复杂的今天，我们
更应该把这根红线牢牢记在心中，保
持清晰不动摇。

在有些人看来，马克思主义新闻
观可能有点因循守旧，但这种科学观

正是道出了新闻工作的真谛。我们要
严格遵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结合实
际创造性地上传下达，表达民声传递
民情，练就新的技巧。就拿“一碗面温
暖一座城”来说，报道触动了人的心
灵，让大家感受到了美好。媒体真正
的服务性作用是联合政府在维护人
民利益的基础上，把事情往良性发展
的方向推动。所以，我们在做新闻
时，也要学会把思想的光辉注入社
会，秉承以人民为上的理念，更好地
为人民服务。

恪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首届郑州新闻奖获得者、中央电视台河南记者站站长代纪玲

发扬正能量 挖掘真善美
首届郑州新闻奖获得者、中国青年报河南记者站站长韩俊杰

我们这次获奖的作品一个是关
于龙湖，一个是关于出租车的出路。

龙湖方面，我们认为这是郑东新
区十年发展的一个句号，为了将这个
句号画好，我们的记者每天都去拍摄
一下龙湖的新变化，无论是刮风下
雨，还是三伏或者三九天气，从来没
有间断过。自 2003年郑东新区开始
打地桩，到现在2013年龙湖的建设发
展，这十年间，郑东新区发生了巨大
的变化，这不仅仅是河南人的发展梦
想，也是全中国人对中原地区崛起的

一个梦想，受到无数人的关注，对此，
我们付出了很大的精力和体力，希望
可以全面而准确地进行报道。

“出路”是指出租车的出路，我们
在网络上看到“郑州20年只增加了一
辆出租车”，这个是不是真实的？为
什么会有这样的言论？事实到底是
如何的？这是每一个市民都很关注
的话题，我们对此进行了关注和报
道。这个关注民生的话题获得了此
次奖项，对于我们来讲，是把社会的
伤口扒开，再给它们缝上。

记者是一个神圣的职业，也是一个光荣的称谓。
从跨入报社的那天起，身上就多了一份责任和使命
感。作为党报记者，更是如此。要在工作中恪尽职
守，要当好党和人民的喉舌，更要做好社会发展的观
察者、记录者和守望者。

有许多人说，记者很辛苦，风餐露宿、终日奔波是
我们的生活特色，加班加点、通宵达旦是我们的日常
习惯；但我觉得作为一名记者，辛苦中却有常人无法
体会的幸福感和成就感。“行文方寸间，风云滚滚来。”
我们的笔，可以弘扬社会正气，可以关注普通群众的
困难，也可以为这个伟大的时代鼓与呼。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
程的深入推进，社会结构深刻变化，社会管理工作的
难度也在不断加大，尤其是基层工作推进难度也在

增加。网格化管理是
社会管理的一种机制
创新，也是对基层干部
转变工作作风转变领
导方式的新要求。

同坐在一张板凳
上，才能听懂真正的关
切。因为熟悉群众语
言，基层干部们在做群
众工作时，即使有委屈也不在乎。在他们的工作中，
我真切触摸到一个岗位、一个社会的活跃脉动，感觉
到一个人、一群人的悄然变化，这种感觉真实而生动，
但这些又唯有真正深入基层，真正贴近群众，才能捕
捉到。

记者是一个光荣称谓
首届郑州新闻奖获得者、河南日报记者马雯

胸怀大局 把握大势
首届郑州新闻奖获得者、大河网副总编辑刘静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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