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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庆祝记者节汇演的压轴大
戏，新闻宣传工作创新个人（作品）评
选暨“我是记者 我在现场”演讲比赛
颁奖典礼无疑是记者节当天给新闻工
作者的一份节日大礼。

“我是记者 我在现场”演讲比赛
经过严格的两轮初赛和复赛，决赛成
绩经现场评委评定后，郑州市记协主
席办公会对内容方面再进行打分，
70%的“评委分”，30%的主席办公会成
员“内容分”，参赛选手直言“这是所经
历的演讲比赛中竞争最激烈、最公正，
总成绩最保密的一次”。

郑州新闻人在媒体融合发展的今
天，解放思想、积极探索，丰富报道手

段，推进技术升级，创新运营模式，也
为推进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营造
了良好的舆论氛围，汇演中，市委宣传
部也对 10名创新先进个人和《郑州要
率先改革》等 10篇创新优秀作品进行
了表彰。

纪伯伦说：“世界上最伟大的事一
是创造，一是传播。”而记者，同时在做
这两件事。第 16个记者节过去了，在
接下来的 365 天里，郑州的新闻工作
者，必将用更昂扬的斗志，更丰硕的成
果，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
展，加快媒体数字化建设，更好地完成
党的宣传事业赋予我们的责任，为实
现中国梦贡献郑州新闻人的力量。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是对新闻工作者形象最
生动的刻画，而在昨日举行的郑州市庆祝第16个中国记
者节汇演中，报社、电台、电视台的一线新闻工作者，放下
手中的笔和录音器、肩上的摄像机，化身成不仅能写、能
播、能讲，还能演、能唱、能跳的“多面手”，展现了全媒体时
代记者鲜为人知的“另一面”。

昨日，第 16个记者节，200多
名来自报业、广播、电视的编辑、
记者自编、自导、自演节目庆祝自
己的节日，如此规模、如此新意，
还是首次。

在这个日日创新，处处创新
的时代，不融合创新、不跨界分
享，何谈未来？省委常委、市委书
记吴天君11月6日到郑州市记协
慰问时勉励新闻工作者：“要完善
体制机制，不断创新方式方法，深
入推进媒体融合。”

今年的记者节庆祝活动正是
一次创新的体现：在市委宣传部
指导下，郑州市记协主席办公会
反复商讨如何在活动主题、内容、
形式上大胆创新，最后决定将对
郑州市宣传创新先进个人和优秀
作品评选，全市报业、广播、电视、
网络新媒体文艺汇演以及“我是
记者，我在现场”演讲优胜者展演
融入，推出最贴近当前传媒融合
发展、创新转型时代要求的主题

——“融出精彩 创新未来”。更
具新意的是，开创性地采用了将
演讲内容和创新人物感言、文艺
演出相互套叠，彼此引入，主题递
进的全新主持形式。

在执行层面上，更是一次“联
合作战”的有效实践：整台活动，
由郑州报业集团负责主题策划和
流程设计，郑州人民广播电台负
责舞美置景和导演控场，郑州电
视台全程直播，郑州人民广播电
台蜻蜓FM河南现场直播。

融“汇演、演讲、感言”等内
容、形式、主题为一体的记者节庆
祝活动结束后，现场中央、省级媒
体同行、企业界代表等嘉宾观众
称赞：“耳目一新！独树一帜，发
出了‘郑州媒体的声音’。”

晚会导演组负责人介绍，在
近 3 个小时的活动中，所有节目
全部由一线编辑、记者倾情演出，
没有一个“外援”，也是期待能从
另一个侧面了解媒体人。 “因为责任，我们必须在路

上；因为使命，我们永远在路上。”
节目现场，郑州晚报记者石闯坚
守“让青春绽放在追梦路上”的信
念，立志“做一名好记者”。 在

“1999.12.5”抢劫银行大案告破之
际，石创不休不眠，放下一岁多的
女儿，连续几天几夜采访，在单位
加班加点写稿，“一个记者，脚下
有多少泥土，笔下就有多少真情；
笔下有多少真情，报道就有多少
分量。”他深有体会。

因为热心公益慈善事业，郑州
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刘夏被中华
社会救助基金会儿童公益基金聘
请为“河南地区联合发起人”，在她
身体力行并呼吁下，越来越多的人
参与到帮助他人的行列中，而她深
深感受到“只有做得更好，才能无愧
于这份职业赋予你的使命！”面对被
采访的孩子，她承诺：“等你考上大
学，阿姨带你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精
彩的世界！”刘夏把自己的行为更
看成是一种使命：“那扇生活中暗
藏着的门，一经推开，就再也不能
关上！”

中原网记者李潇潇曾接到被
采访对象的求助短信，一位贫困的
妈妈想寻求一些孩子的衣物，在她
的呼吁下，全市爱心市民为这些贫
困孩子捐助衣物，她深深被震撼
了：“作为记者，我不曾想自己能获
得什么，只是简单想着，报道对象
会不会因为这个报道被改变、读者
会不会因为这个报道被改变、这个
社会会不会因为这个报道而改变
……”而中原网精心打造的网络行
政全媒体平台“心通桥”，也成为网
友的“娘家”，“网友的事儿就是我
们的事儿。垃圾堵门，‘心通桥’记
者立即督办，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民工讨薪，我们义无反顾，要回血
汗钱我们和工人们抱头痛哭。”

在记者节到来之际，李潇潇满
心感慨：“记者，心怀全世界，眼框
众生相，肩上责任重，笔下期望
高。既然选择，我们就决不会放
弃，前进的路上就毫不怀疑，毫不
畏惧！”

随着时代的发展，“创新”已
成为媒体必须面对的课题。迎着
时代的浪潮，勇于改、善于创，才
能迎来新希望。

在节目创新上，郑州日报《我
的十年，我的报》将“柴静式讲述、
现场嘉宾互动、歌曲主题表现、采
访型感言、情景式舞蹈”等，巧妙
串联，主创人员将这种全新的综
艺节目命名为“情景歌舞讲述”。

“我们处在一个万众创新的
美好时代，中原网的小伙伴们展
翅欲飞，生机勃勃。这个时代颠
覆了我们的传统观念，在某一时
刻，我们领悟到，比勤奋更重要的
是选择，比努力更重要的是思考，
你敢想我敢做，天马行空的事大
家可以坐下来聊聊！”正如中原网
的节目所说，思想决定方向，执行
力决定结果，心通桥、郑州圈儿、
中原大数据研究中心、智慧医疗、
智慧社区、郑州微电影节……一
个个项目的成立，“刷”到了万创
时代的存在感、久违的自豪感和
小小的成就感。

在“互联网+”的时代背景
下，做“+”号是报业生存发展的
必然选择。“+”是能力，“+”是动
力，“+”是趋势，“+”是未来，不敢
作“+”号，不擅作“+”号，报纸的
生命力就可能画上句号——伴随
着熟悉的旋律，郑报集团勇于探
索“报业+”的实践一一呈现报
业+文化产业、报业+连锁酒店、
报 业 + 体 育 产 业 …… 在“ 互 联
网+”的时代背景下，“报业+”给

郑报集团“+”出了品牌，“+”
出了信心，“+”出了效益，“+”
出了实力，“+”出了影响力。

“2013 年四川芦山发生
7.0级地震，虽然我在地震发生24
小时后就赶到了现场，依靠着不
太好的电话信号，和
后 方 进 行 了 多 次 连
线，但因为传播方式
的局限性，听众只能听
到我的声音，而看不到
我 所 面 对 的 灾 区 现
场。”郑州人民广播电
台记者赵克说，随着新
媒体逐步融入整个社
会，就连央视《新闻联
播》都不再拥有时政新
闻的首发权。作为一
个刚刚接触时政报道
的广播记者，该如何对
时政新闻进行报道，通
过新媒体方式传播给老百
姓？他的回答是：创新！“在
1993年的时候，郑州电台的
记者进行了一次重大转型，
从之前的只写稿不发声，
转型成采、编、播一体的全
能记者。20 多年后，郑州
广播人不忘初心，再一次
进行转型，从全能记者“升
级”为全媒体记者。“我相
信，我们每一个动作都是
新媒体浪潮中一片微小的
浪花，我们更不会停止，因
为这股新闻浪潮将鼓舞我
们继续前行。”

郑州人民广播电台的编
辑记者带来的舞蹈《我的麦克
风》，尽显新闻人的张力和职
业生命力；郑州报业集团子
报、子群表演的音乐舞蹈剧

《年轻的记者来相会》，一展新
闻行业新生代的青春风采；郑

州电视台的街舞《bangbangbang》，
大秀电视人的生机与活力……编

辑记者你方唱罢我登台，精彩的节
目、新颖的形式，无不引得现场掌声
雷动。

“我们这个团队的平均年龄只有
25 岁，我觉得 90 后记者有勇于创新、
敢拼敢做的特点。”《中原地铁报》记者
谢君锐是个 25岁的开朗女孩，说到心

爱的媒体工作，她如此形容：“可以说
地铁报平时做活动比做报道多，我们
不仅要扛着相机写故事，还要拎着策
划跑活动。我认为，年轻记者虽然没有
前辈记者那么多资历和经验，但更有创
新的想法，有拼劲。”她说，身边的“小伙
伴”最年轻的只有23岁，大家都是热爱
生活、热爱媒体工作的“90”后，“我们还
可以做得更多、更好！”

“真没有想到，咱们郑州的记者朋
友们这么多才多艺！”一位受邀参加活
动的企业家看完汇演后，连称对“记
者”这个职业有了新的认识：“记者的
职业道德让我敬佩，记者们的才艺让
我惊艳，而记者面临的压力和高强度
的工作状态，更让我感动！”

责任是我们不变的追求

奖杯是我们丰硕的收获

活力是我们生命的色彩

融合是我们前进的脚步

创新是我们永恒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