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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2日，“丝路花雨·出彩河南丝路见证”——郑报全媒体“空中丝绸
之路”采访团一行6人赴卢森堡进行采访，全面反映“空中丝绸之路”建设以
来中卢在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合作与交流情况。前后8天的卢森堡之行，报
道团走进企业、政府部门、文化机构、商会、农场等处，平均每天都要有两到三
个采访活动，可谓“时间紧、任务重”。但有机会让公众通过我们的报道了解
“空中丝绸之路”建设成效，报道团成员感觉所有的辛苦都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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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道西风，大漠孤
烟，黄沙漫漫，驼铃声

声。自古以来，西行之路，
总是那么曲折坎坷，总是那么引
人入胜。张骞、班超、唐玄奘等
一大批历史牛人，都在古丝路上

留下了自己的足迹。
6月18日至6月30日，“丝路花

雨·出彩河南丝路见证”——“陆上
丝绸之路”采访团从郑州出发，途经西安、

兰州、哈密、乌鲁木齐，一路向西至阿拉山口口
岸等地，循着古丝路的方向，沿着先贤们的足
迹，半个月行程上万公里，采访了沿线多个河南
老乡和河南企业，累计发稿30多篇，用图文、视
频的形式，全面展示古丝路上河南人、河南企业
顽强拼搏的精神风貌，以及当地和河南之间的
经济文化交流。

6月25日至30日，“丝路花雨·出彩河南丝
路见证”陆上丝路采访分队一路向南，穿越
1900公里风尘，实地探访了祖国“南大门”——
广西凭祥。

记者采访卢森堡可持续发展与基
础产业部部长弗朗索瓦·鲍施（右一）

记者在采访现场

践行“四力”，我们永远在路上

无论是进入胡润富豪榜
全省前十的富豪，还是正在工
作岗位打拼的年轻人，他们身

处他乡异地，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就是“河南人”。他们不畏艰苦、自
强不息，在大西北这片苍凉厚重的
土地上深深地植根发芽，书写着永
不停歇的“西行漫记”。

两千多年前，张骞出使西域，其
敢于冒险、不畏艰难、百折不挠的精
神和不辱使命的民族气节以及诚
实、厚道、正义、求实的作风被人赞
颂，世人称为“张骞精神”。再走丝
绸之路，记者一路采访，发现在异乡
的河南人大多有这样的精神，他们
吃苦耐劳、勤奋拼搏以及对家乡的

热爱令人感动。
陕西省河南商会会长黄凤怀

介绍说，这些年，在外的河南人都
很能干，口碑也很不错。

的确如此，范保强、苏静、马晓
丹、赵太伟等异地老乡那一个个充
满激情的奋斗故事，也深深打动了
我们，我们必须通过手中的笔、相
机，让一个个有情感、有温度、有力
量的人物跃然纸上。

我们的采访对象西安郅辉企
业集团公司，为此也编发了企业简
报，以《矢志不渝廿三载 缔造商业

“家”未来》报道了郑州报业集团记
者专访郅辉集团董事长兼总裁范
保强一事。

采访“河南人”总被感动

坐落在八桂之地南端，广西崇
左是国家“一带一路”建设东盟重
要节点城市，崇左下辖的凭祥与越
南接壤，可谓“打开门就是越南，走
两步就进东盟”，是中国通往东盟
最便捷的陆上丝绸大通道上的一
颗明珠。连日来，记者走访了凭祥
友谊关口岸、铁路口岸、综合保税
区、浦寨边境贸易区……切身感受
到凭祥边境贸易的繁荣与发展。

在凭祥，最具代表性的凭祥友
谊关已有 2000 多年历史，是我国
九大名关中至今仍然扼守国境、具
有通关功能的边关；浦寨边境贸易
区，则是中越边境线上最大的边民
互市贸易点，也是东南亚最大的红
木家具半成品市场、中国—东盟进
出口水果交通要道；国铁凭祥口岸
是广西唯一的边境铁路口岸，也是
中国通往东盟最便捷的铁路大通
道……通过实地探访，采访分队先
后走访了口岸相关负责人、企业代
表及在边境一线工作生活的边民；
目睹了凭祥（铁路）口岸、友谊关口
岸繁忙的车流、先进的全信息化智

能通关系统、逐年攀升的货物吞吐
量，深入了解到“一带一路”建设如
何将远隔千山万水的凭祥与郑州遥
遥“牵手”，切身感受到了西部陆海
新通道建设为沿线城市经济高质量
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凭祥
与郑州，两座城，在“一带一路”的历
史车轮中共同积累成长，在陆上丝
路加速建设中协力奔跑。

人们常说，好故事讲到哪里，
感动和力量就传播到哪里。这些
天，我们深入一线，头顶烈日，或冒
着大雨，马不停蹄地奔波于各个采
访点之间，用手中的笔和相机记录
了老乡在外地的发展，采写出一批

“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新闻，
讲述了河南好故事，唱响了河南好
声音，既回应新时代对新闻工作者
提出的时代课题，也是践行“脚力、
眼力、脑力、笔力”的实力见证。我
们力求把每一个采访做得扎实、深
入，潜心体会，细细感悟，认真思
考，同时，个人也经历了一次心灵
洗礼与精神升华。践行“四力”，我
们永远在路上！

在新疆“东大门”哈密市，记者
走进哈密瓜种植基地的田间地头，
和这里的物流专家在聊天中“悄
悄”进行着采访；在穿越东天山隧
道的施工现场，记者从市区 30 多
摄氏度，跨越到山顶十多摄氏度，
从夏装短袖到薄棉袄加身，亲身体
验一天四季的巨大温差，从而体会
这工程进展的不易；在乌鲁木齐，
中欧班列集结中心气势恢宏，代表
着丝路大动脉上铁路货运的有力
脉动；致力于豫新文化交流的新疆
中原文化促进会则用实际行动书
写着河南人的踏实与胸襟；在阿拉
山口，记者连续走访海关、边检及
铁路换装货场，实地探访中铁七局
博州支线铁路工程建设情况……

尝过哈密的小白杏，吹过阿拉
山口的风，也在 22 时的乌鲁木齐

街头看落日的余晖，祖国山河辽阔
的自豪感油然而生、丝路城市发展
迅猛的喜悦与钦佩由衷而来。我
们更感受到肩上的使命和责任
——作为郑报集团的一名新闻人，
我们在一路的采访中绝不仅仅代
表着个人，我们是郑州报业集团在
西行路上的一张小小名片，我们的
采访深度、稿件质量、传播效果，不
仅是个人能力的体现，还是郑州报
业集团的象征，更是丝路文化建设
上一朵小而依然可以绽放芳华的
花朵！

有耕耘就有收获。我们的活
动得到新疆媒体同行乌鲁木齐晚
报的点赞，也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
持。在阿拉山口采访的稿子，也被
阿拉山口零距离这个当地的网媒
平台积极转发。

在“东大门”体验一天四季

24小时不眠不休赶采访

6 月 22 日早晨 7 点，郑报全媒体
“空中丝绸之路”采访团从北京的酒店
出发前往首都国际机场赶航班，经过
十几个小时的长途飞行后抵达卢森
堡。由于两地有6个小时的时差，飞机
降落卢森堡时当地还是 6月 22日傍晚
时分。巧合的是，由于 6月 23日是卢
森堡国庆日，当晚卢森堡不仅有烟花
表演，还有国庆日招待会，有机会采访
到当地重要人物。

记者团一行听说后，觉得机会难

得，将行李撂在旅馆就直奔招待会
现场。当晚，记者团幸运地采访到
了中国驻卢森堡大使和工银欧洲负
责人。采访结束时已是当地时间 23
日凌晨 1 点，距离记者团一行从北京
出发已经过去 24 小时，8000 多公里
外的郑州已经迎来晨曦。经过两三
个小时的短暂睡眠后，记者们起来
赶稿子、整理图片、剪视频，赶在当
日出发采访前，将最新的新闻发送
出去。

多语言环境加大采访难度

作为欧盟和北约创始成员国之
一，卢森堡拥有欧盟多个下设机构，被
称为继布鲁塞尔和斯特拉斯堡之后的
欧盟“第三首都”，也是全球第八大金
融投资中心。在这里，外资企业扎堆
儿，卢森堡开放包容的多元文化和良
好的营商环境给企业提供了良好的发
展环境。

卢森堡人以多文化、多语言为自
豪，其官方语言为卢森堡语、法语、德
语。在超市、政府机关、饭店等场所，
工作人员一般还会讲英语。多语言体
现了这个国家的开放、包容和国际化。

可是对于记者一行，多语言环境
就对采访工作造成了很大挑战。面对
说不同语言的采访对象，要提前拟订
采访提纲并翻译成对方要求的语言，
还需要配备相应语言的翻译人员来完

成现场采访。采访结束，记者还要和
翻译仔细校对采访录音，才能写稿子
和为视频配字幕。为了提高出稿效
率，团队的每名成员都成了多面手，协
调沟通、视频拍摄、设计问题、翻译等，
不等不靠，保证报道及时发出。

在卢森堡期间，“空中丝绸之路”
采访团采用文图、视频、直播等方式，
多角度、全方位展示中卢“空中丝路”
建设取得的喜人成绩，体现了中卢两
国在文化、经济、科技等领域的交流共
进，社会反响良好。“四条丝路”报道活
动中，直播报道是“空中丝路”报道团
队独有的特色，四次直播采访通过新
华社现场云、央视新闻移动网、广东电
视台触电新闻、成都电视台神鸟资讯、
第一视频、今日头条、微博等平台进行
传播，观看量近百万人次。

卢森堡的发展成绩让人点赞

记者一行在卢森堡采访期间，卢
森堡每天最高温度均在37℃~38℃，当
地新闻报道称“卢森堡迎来历史罕见
高温天气”，几乎每个采访对象都会和
记者团一行开玩笑“你们把郑州的热
情带到卢森堡了”。

这虽然是句玩笑话，但记者团一
行感觉到，郑州—卢森堡“空中丝绸之
路”的开通的确架起了两国人民增进
了解的桥梁。

卢森堡国土面积只有 2586.3平方
公里，人口只有60多万，是一个自然资
源贫乏、市场狭小的内陆小国，经济对
外依赖性大。但该国却能扬长避短，
利用自己处于法国、德国、比利时等几
个国家之间的区位优势和欧盟“第三
首都”的地位特点，积极发展金融、交
通物流等产业。卢森堡的低税率政

策、务实高效的政府服务、良好的配套
等吸引了外资企业扎堆儿。卢森堡的
国际化程度极高，周边国家的不少居
民白天在卢森堡上班，晚上回本国居
住。据了解，卢森堡人均 GDP达到 10
万美元，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该国
了不起的发展成就令人佩服。

当地对生态环境的重视也给人
留下深刻印象。卢森堡人少，加上几
乎没有工业，生态环境非常好，无论
城市还是乡村都很干净漂亮。但当
地政府并没有因此放松环境保护。
卢森堡提出，要在 2030 年前将全国
的客车全部换成纯电动车辆，同时从
2020 年 起 ，国 内 所 有 公 共 交 通（公
交、轻轨、火车）全部免费运营，以鼓
励公众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减少
私家车废气排放。

中国元素让人倍感亲切

在卢森堡期间，不经意间撞见的中国元素让报道团队感到
亲切、自豪的同时，也感到两地经济、文化的互融共通。

初到卢森堡，地下停车场的路人见到记者团一行，开
心地用发音不太标准的“你好”打招呼。到卢森堡货航采
访时，该公司到过郑州的工作人员指着企划书上的郑
州标志性建筑“大玉米”说他喜欢这里，喜欢喝茶，还正
在学习汉字。而在中国语言文化中心，老师告
诉记者，现在送孩子来学中文已经成了卢森堡
精英阶层的时尚，因为他们看好中国的未来，

认为孩子掌握了中文，长大后就业将会有更好的机会。
在卢森堡国家历史与艺术博物馆，几件元青花的瓷器沿

丝绸之路来到这里已有几百年；在卢森堡街头，很多当地男女
身上文着的中国文字“友”“爱”同样是他们喜欢的字眼；在卢
森堡，几百家中国餐馆让欧洲人品尝到了中国味道。据当地
博物馆负责人介绍，4月底在卢森堡结束的为期五
个月的河南文物展，让当地民众了解了东方文明
的起源。

除了中国文化的传播，不少中国现代科技成果
也在欧洲得到应用。法兰克福机场的支付
宝、微信支付和华为荣耀手机广告，卢森堡街
头奔跑的比亚迪出租车，欧洲街头带有各自
logo 的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
设银行大楼……中国的现代科技产
品和金融服务已不知不觉融入了当
地人的生活。

8天的采访虽然结束了，
但此次采访带给我们的
收 获 与 成 长 将 终 生 难
忘。相信随着河南与卢
森堡两地的努力，“空中
丝路”的明天一定
会更加精彩！

广西与越南边境优美的风景

卢森堡有几百家中餐馆，这家中餐馆摆出两个兵马俑的仿品，以此来传播中国文化

““丝路花雨丝路花雨””大型实地探访活动大型实地探访活动““四条丝路从郑州出发四条丝路从郑州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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