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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我认为马克思主义新闻
观离自己很远。工作中，不断遇到
的人和事，让我改变了想法。

2009 年 7 月 20 日，我采访一
位年逾古稀的老者，他的家简陋
得没有一把像样的椅子，但卧室
里却放着一张书桌，桌上有一盏
褪了色的台灯，还有很多被翻阅
了无数次的图书。身着背心短裤
的老人家为了接受采访，特意换

上了一件有些年头的衬衫。采访
中，有些往事的时间他记不准了，
我说：“没事儿，说个大概就行。”
他却说：“不，历史容不得半点差
池。”一句话如醍醐灌顶，他告诉
了我这个新闻人什么叫用事实说
话。这位老人叫陈荣耀，是宜阳
县党史研究会退休干部。

2009 年 9 月，我采访一位在
基层工作九年、把一个全县出了

名的贫穷乡变成经济发展强镇
的干部，我问其缘由，他说：“凡
事就怕认真，以心换心，没有打
不动的人心。”这位干部叫张午
丙，原三乡镇党委书记。他的话
让我很惊讶，更为警醒：事必躬
亲，才能办成事。我们新闻一线
的记者如果不能深入基层、贴近
百姓，怎么能采访到生动的画面
和动人的消息呢？

宜阳县广播电视台记者 张洁三等奖获得者 精彩实录精彩实录

1951年4月11日，人民日报头
版头条刊登了河南人魏巍的《谁是
最可爱的人》，直到现在，“最可爱
的人”成为中国军人的代名词。这
是新闻的力量，更是作者三次进入
朝鲜战场用生命安危换回的力
量。如今，这份力量依然在传递。

采访中，我曾遇到过 14 岁的
马勇恩，他每天中午放学就骑车往
家赶，给瘫痪在床的爸爸做饭。回
到家，一进门，他习惯性地先喊一
声“爸”。马勇恩的父亲马小全告

诉记者，当儿子听到他答应时，就
知道爸爸还活着。马勇恩 7岁时，
在接二连三地经历失去爷爷、妈妈
出走、姑姑摔下车一系列重大打击
后，勇敢地担负起照顾瘫痪爸爸的
重任，至今已经7年。

采访结束，小勇恩说：“谢谢
你们，因为你们跟其他记者不一
样。”他之所以这么说，应该是记
者王朝晖采访到头晕才发现忘了
吃药、摄像张辉的父亲已经住院
一个星期，反复接打电话安慰家

人很快就能回去这样的画面被他
看到。正是这样的精神，完成了
观众满意的节目。

2014年10月10日，央视《寻找
最美孝心少年》，小勇恩就坐在台
下。当颁奖典礼讲述 10名领奖孝
心少年和 20名特别关注孝心少年
的故事时，台下嘉宾满含热泪。

作为记者，作为发现、记录、传
播这些孝心故事的人，内心充满了
自豪。这份自豪就是带给观众止不
住的泪水，停不下的掌声。

驻马店广播电视台记者 彭其森三等奖获得者 精彩实录精彩实录

新闻人的故事让人动情动容

新闻最感人的力量是什么？
答案两个字：真实。

最感人的新闻在哪里？答案
两个字：基层。

作为新闻工作者，我们不能隔
着玻璃看世界，必须走出去，与社
会沟通，与群众联系。因为最深的
感悟在基层，最好的新闻在路上！

忘不了那个雪天，为采写农民

工欠薪事件，我和同事赵军伟奔波
一个多月进行跟踪报道。今年的1
月 20 日，寒风凛冽，天上雪飘，当
最后一批东城区建筑工人足额领
到工资，兴高采烈地谈论着回家过
年的时候，我们干脆在工地上与工
人们拉起了家常。

忘不了那年除夕，我们在街道
派出所，与节日里坚守岗位的值班

民警一起上街巡逻，帮求助者回
家。当无线电波直播《有我们在，一
切安好》的实况时，不知感动了多少
行路者，多少守夜人。

入云的高楼，斜斜的弄堂，走
过的田间地埂，穿越的大街小巷。
每一位新闻工作者都会用爱诉说
衷肠，把新闻写在大地上，写在人
民的心坎上！

许昌人民广播电台记者 陈文丽三等奖获得者 精彩实录精彩实录

我是一名新闻工作者，这个职
业让我有机会走进一个又一个优
秀的、高尚的、平凡而伟大的心灵
之中，让我领悟着生命的意义，感
受着民族的灵魂。

有这样一个人，他叫洪战辉。
洪战辉一边伺候患有间歇性精神
病的父亲，一边寻找离家的母亲，

一边抚养着捡来时还不满周岁的
妹妹，一边照顾年幼的弟弟。当洪
战辉考上湖南怀化学院时，他又决
定带着妹妹一块读书。

还有这样一个人，他叫刘百
龙，我们河南驻马店正阳县人，他
在深圳开出租车时为保护乘客安
全，徒手对付9名歹徒，身中28刀，

以凛然正气吓退了狂匪。这件事，
是他当年 11 月返乡探亲时，才被
家乡人所知晓。当时，我们对他进
行了采访。

把镜头对准群众，用真实的故
事感染人，用朴实的文字传递正能
量，我们始终相信，总有一种力量
让我们泪流满面！

驻马店广播电视台记者 石丽娜三等奖获得者 精彩实录精彩实录

再过几天，我们就能喝上清澈
的丹江水了。今天，我想给大家讲
讲南水北调移民的故事。

采访中，我曾经问淅川县盛湾
镇姚营村91岁的老人：“大爷，知道
为什么让您搬家吗？”“北京渴！南
水北调！”“您愿意搬吗？”“开始任谁
说我都不挪窝，除非把我装进棺材

里拉走。现在想想咱总不能渴北京
人，搬！”我安慰老人说：“您搬到新
家就能住上小洋楼了。”后来我到新
村看望侯大爷，已经卧床不起的老
人眼巴巴地看着我说，可想老家了。

杨大娘的儿媳王品兰是胡坡
村小学老师，她上了最后一堂课。

“同学们，我就要和一部分同学搬

迁到辉县了，以后再也不能给你们
上课了，老师真的舍不得你们。大
家就在座位上给老师唱首《送别》
的歌。”王老师深情地拥抱学生走
出教室，不敢回头……这些朴实的
乡民带给我一次次的感动，写出他
们的奉献故事，使我更加深刻地认
识到记者的责任和担当！

河南日报（农村版）记者 赵 川三等奖获得者 精彩实录精彩实录

践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看似
命题很大，却是那样真实地存在于
新闻战线日常的工作中。

2013 年夏天，我们做了一台
表彰环卫工人的晚会，起初我只
是把它当作一项普通工作来对
待 ，但 当 我 真 实 地 走 近 环 卫 工
人，真正体验和面对他们每一天
的工作，我才意识到这样一台晚
会 、一 次 表 彰 的 弥 足 珍 贵 。 记
得，短片制作采访体验当天，温

度高达三十八九度，当我和随行
记者找到新闻当事人时，已是满
头大汗。可我眼前的环卫工大
姐此前已在烈日下工作了 3 个多
小 时 ，遮 阳 帽 边 缘 已 被 汗 水 浸
透。当我们说明来意，希望大姐
能够配合完成采访时，她脸上的
倦容一扫而光，露出了朴实的微
笑。我深深感受到她那种意外
得 到 社 会 和 媒 体 关 注 后 的 喜
悦。整个采访很顺利，大姐用朴

实的语言说出了对工作的认知
和对整个城市的祝福。不得不
说，这样一场采访引发了我对新
闻工作的重新思考：走近并关注
身 边 最 普 通 的 人 、最 平 凡 的 岗
位，通过新闻工作者的记录，让
所有观众去感受和体验我们所
忽视的那些美好和珍贵，也让这
些最平凡的劳动者得到全社会
的关注和关爱，这不正是全国新
闻战线“走转改”的意义所在吗。

新乡广播电视台记者 刘正三等奖获得者 精彩实录精彩实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