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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自负凌云笔
75年风雨兼程，75年薪火相传。75年郑报史，也是历

代郑报人的奋斗史。一代又一代郑报人为新闻事业贡献着
自己的青春年华、智慧心血，他们兢兢业业、默默奉献，殚精
竭虑、呕心沥血。他们中有的数十年坚守夜班，无怨无悔；

有的一线“抢”新闻，数次遇险；有的刚刚入行，满眼新
鲜……正是他们，用薪火相承、高举旗帜、躬身耕耘共同铸
就了郑州报业的辉煌。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郑报人新闻
追梦的精彩故事。

去年,我辞掉了在广东省级出版平台的
工作回到家乡河南，只因心中血浓于水的亲
情和那份无法割舍的新闻情怀。一回来，恰
逢《郑州日报》招兵买马。经过一番严格考
核，我有幸成为一名郑报人，结识了一群可爱
的新同事。

起初，我接触言辞难懂的专业科技术
语，研究“一字之差，谬之千里”的政府专项
文件时，也会困难重重。然而为难情绪总
是一闪而过，毕竟，选择了远方，就要风雨
兼程。至今，工作中的各种精彩剪影，历历
在目。

第一次采访是跟随一位资深记者去黄河
边的蔬菜大棚实地采访。在田间，我对着采
访人物认真询问；在地头，我捧着南瓜仔细观
察；在大棚，我望着现代设备若有所思……那
一次，我看到了记者的专业性。

第一次独自采访是写一篇市场调研报
道。在银基商贸城，我尴尬地采访路人，假
装顾客打探商品行情，角落里速记下有效信
息……那一次，我感受到了新闻要用事实说
话，说实话的重要性。

第一次调研是跟随部门主任去全市各大
科研平台，见识了郑州高新技术产业的蓬勃
发展，了解了郑州市人才政策的落地生根，见
证了科技成果转化平台的真抓实干……那一
次，我领悟到了各行各业不破不立的行业迭
代规律。

第一次独立做重点报道，要在一天时间
中赶往4个地点，详细采访4位获得职称的农
民朋友。那一次，我理解了何为“在天安门城
楼上想问题，在田间地头找感觉”。

孙 犁 曾 说“ 写 作 是 最 好 的 休 息 ”。 对
此，汪曾祺也十分赞同，在他看来，自己在
写作的时候最充实的、最快乐。对于我，写
作，练字，做菜，人生便是自得其乐。凝眸
既久，欣然命笔，这样之时，真是“虽南面之
君，未可与易也”。一气呵成，提刀却立，四
顾踌躇，自得其乐：“更待妙笔天成时，与文
一醉一陶然。”此番乐在其中，非局外人所
能想象。

在庆祝《郑州日报》75年华诞之际，唯愿
所有新闻赛道上的奔跑者都能乐在其中，奔
赴最美好的时代，享受最向往的理想生活。

奔跑在新闻赛道上
陶 然

窗外，悠悠蝉鸣声渐起。去年金秋十月，
我收获了一个新的身份——记者。忽而又至
仲夏时节，我也在四季轮转中，满怀热忱，砥
砺前行。于我而言，每一次采访、每一篇报
道，都是循着光的印记，记录事态变幻万千。

聚光，在峥嵘岁月中记录时代变迁。城
市的伟大，莫过于以成就逐梦传奇；记者的
荣光，莫过于用笔墨记录锦绣年华。中国城
市信用建设高峰论坛、数字经济峰会、中国
（河南）—东盟人文交流月、郑州跨境电商大
会……作为财经新闻部记者，常奔赴于各大
论坛、大会，我也在一个个“大场面”中见证了

“国际郑”的魅力，从碎片化的信息中提炼精
华再组合，用笔尖传递行业前沿资讯，抒写城
市发展风貌。

一场经贸洽谈会上，与马来西亚沙捞越州
古晋南市市长6分钟面对面的交流，是从业以
来初次正式的人物专访，作为“新手”的我，心
中不知是紧张还是期待的情绪油然而生，但另
一个声音更为强烈：虽是第一次，但一定不能
掉链子！初次尝试虽有怯懦，过程倒还算顺
利。再次“实战”的机会很快到来，跨境电商大
会上，现场“捕捉”专访对象，大方自然地问出

所疑所惑，我想，自己或许有所成长。
追光，在平凡时光里采撷生活浪花。采

写“财经观察”栏目稿件时，小到对一款应季
产品的关注，大到对于一个行业发展现状的
思考，我深入一线观察最为真实的市场，也
在此过程中不断增强“脚力”。在新郑传统
集会中感悟人间烟火，走进中牟探究西瓜市
场行情，与“献血达人”、非遗传承人、年轻创
业者对话，更是被他们身上无私、坚韧的品
格所打动。

“入行前几年，一定要多听、多看。”这是
刚步入新闻行业时前辈给予的忠告。听什
么？看什么？彼时正式入行百日有余，理解
尚浅。又是百日过去，新的故事每天都在发
生，对“听”“看”有了更深的领悟——听时代
奋进的凯歌、一线的真实声音、他人的忠告；
看实事变化万千、一条新闻的本与质……逐
渐领悟到，好记者，不一定要眼观六路、耳听
八方，但要不断提升观察与思考的能力。

作为“道行尚浅”的记者，要走在路上，脚
下沾满泥土芬芳，眼里看见万物有光，做“走
心”的时代记录者。愿永葆赤子之心，每个百
日都有所获，让此生硕硕。

“这是一次短暂流浪后的回归。”2023年
10月，在培训结束后的一个深夜，我向另一位
同事感慨。重新披上记者的身份已经过去 8
个月，与此前不同的是，它已经不再是简单的
实习体验。所有感悟，已经成为时光的切片，
被记忆珍藏、于今日剥开。

“下午去河南农大一趟，要采访新晋院
士。”2023 年 11月 23日，我来到河南农业大
学，在记者们“长枪短炮”的包围下，我一个人
坐在板凳上，开启了自己第一次“专访之
旅”。准备问题、拿出录音、纸笔备好，绝不能
错过任何一条信息，还未动笔写内容，笔记和
录音就记录了将近 3000字，求全、匆忙、无措
是当时稚嫩的切片。

“周末你跟着济郑高铁跑一趟，预计会出
特刊，做好采访准备。”2023 年 12月 8日，成
为线口记者仅4天的我就遇到了“济郑高铁开
通”的大事件。在车上，所有的一切都是陌生
的：“银基不是服装商城吗？只有河南·戏剧
幻城和建业足球是一回事吗？丹尼斯不是商
场吗，怎么也开酒店了？”……晚上10点半，郑
州东站，当最后一篇稿件上传结束，完成任务
的舒适感消除了恐惧与焦虑，能参与到这座

城市交通发展的重要事件，有幸与纪念，是心
有余悸的切片。

“昨天的侧记该交了；今天会场还有俩
专访，别忘了美术馆还有个开幕式。”4 月
11 日，在打车从美术馆前往 M 酒店的途
中，我深呼一口气，计算还剩多少时间。曾
经只有打游戏时才会多开六七个窗口的电
脑屏幕，被满满的采访、材料、网页、Word
文稿铺满。打字如飞、头脑运转。当第二
天“主流媒体黄帝故里文化行”特刊将我采
写的稿件刊出的时候，轻松与满足，是次日
睡眼惺忪的切片。

几天前，2024全省旅游发展大会圆满落
幕，超越了之前任何一次活动的紧张与忙碌，
将我的生活充实填满。咖啡店、地铁上、公园
里、楼栋口，我和我的电脑成为并肩作战的

“最佳拍档”，我会坐在任何地方，让键盘舞
动、文字飞扬。

6年前，当我在学校里第一次了解“真实、
客观、公正”“新闻专业主义”这些词汇时，我
就向往记者这一职业。工作后，参与历史、记
录瞬间、与城市共同成长的职业历程，也在吸
引我不断向上攀登，迎接新的挑战。

去年秋天，我来到郑州报业集团，转眼间
我已在这里走过了四季。人生会经历很多个
四季，但这个四季对我而言尤显意义非凡，不
单单是因为我在郑报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
更重要的是这段时光让我更加坚定地选择在
新闻道路上继续前行。

从秋到夏，在《郑州日报》尚不到一年时
间里，我记录了郑州的四季生长，秋日金黄的
银杏叶，冬日雪中黄河滩上越冬的候鸟，春日
的满城繁花和夏日的滚滚麦浪。沐过四时风
雨，走过每寸土地，我也在向着一名真正的好
记者一步步成长。

人的成长需要一个好平台。初来郑报，
报社就给了我很多锻炼机会，从“致敬改革开
放45周年”特刊到《郑州日报》创刊75周年纪
念特刊，从郑州市两会到黄帝故里拜祖大典，
在一个个大型活动报道中，我的成长显而易
见。报社也鼓励我走向一线，挖掘最鲜活的素
材，讲述最动人的故事。犹记得我在郑州各个
角落寻访留存着城市记忆的古树，也记得我在
北龙湖畔听全国各地摄影者讲述拍鸟的故事，
还记得旱情下一渠清水流向田里时村民脸上
的笑容……在一次次采访中，我更加清楚地认

识到我们是谁以及我们要做什么。
人的成长需要优秀的引领者。在郑报，

我遇到了很多优秀的老师，他们给予我谆谆
教导和深切关怀。对我来说，他们不仅是专
业上的老师，也是人生的向导。他们教我何
为好记者，脚要一直在路上，心也要一直在路
上，胸中有积累，思考有深度，下笔方有力。
他们告诉我人生应何往，心之所向，身即往
之，要去追求远方的光，也要珍惜眼前的人，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但无悔于心。

我曾多次采写郑州的疣鼻天鹅，如今正
值天鹅换羽期，天鹅一年一次的换羽，不是浴
火重生，而是不断成长。人的成长，也需不断

“换羽”，开阔眼界，更新认知，紧跟时代的步
伐。在郑报，温暖、开放、包容、创新和学习的
氛围激励着我完成自己的“换羽”。我读一本
本书充实大脑、开阔视野，学习全媒体时代日
新月异的思维、理念和技术，用一篇篇报道磨
砺本领，在一次次采访经历中启迪人生，我希
望每一个阶段的自己都是新的自己。

如果说我在郑报最大的收获是成长，那
么因为有成长，我在这里的时光是美好而心
安的。此心安处，便是此心归处。

此心安处便是此心归处
李宇航

在“追光”中自我修炼
安欣欣

将时光切片让感悟重现
李居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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