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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彩霞：让更多人感受到向上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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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如白驹过隙，转眼间，我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记
者节。还记得第一次接触记者节，是我刚刚踏入大学校门
不久，学院举办的记者节晚会。看着屏幕上已经成为记者
的学长的殷殷叮嘱和暖心鼓励，我曾在心里问自己：“未来
的我会成为一名记者吗？”今天，我终于给出了一个肯定的
答案。

参加工作以来的新闻实践中，“记者”二字不再是课
本上略显空洞的描述，而是幻化成了一个个具体可感的
新闻现场。重大会议、对外交流活动、项目施工现场、田
间地头……回顾自己的一次次采访、一篇篇稿件、一个个视
频，都让我感受到责任的重大。作为一名记者，“对新闻事
件负责、对受访者负责、对受众负责”是我们在工作中必须
坚守的报道信念和行为准则。

我们总说，记者是时代风云的见证者和记录者。有幸
进入这个行业，我真切地触摸和感受到国家发展的脉动。
在一次采访中，一位来自也门的记者在回答完我的提问后
主动表示，中国政府在铁路、城市建设、医疗等方面向也门
提供了很多援助，希望能在镜头前表达对中国的感谢。

成为一名记者后，我对这座生活的城市也有了更全面
立体的认识。通过一次次采访，我得以窥见呼和浩特灿烂
悠久的历史文明、逐步完善的城市建设、蓬勃发展的现代化
产业、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等，也在与形形色色的受访者的
对话中了解人生百态。

将近一年的采写实践，于我而言是自我沉淀和飞速成
长的一段时光。从懵懂的学生向职业型记者转变、从一个
性格有些内敛的人到从容不迫与受访者顺畅交流、从对拍
摄剪辑一窍不通的“小白”到熟练制作短视频……记者这个
身份让我探寻到自己更多潜能。

特别报道

11月8日，又是一年记者节。

作为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的记者，我们为党发声、为民立言，记录着这座城市点

点滴滴的变化，见证着城乡人居环境的持续改善，传递着政府与民众的温暖互动，讲述

着企业变革的探索和创业者的坚韧……我们用笔触书写担当，用镜头捕捉美好，我们

写人、记事、描画时代，也记录着我们追赶新闻的身影、挥洒汗水的青春。

今天，在这个属于我们自己的节日里，一起来聆听老中青三代记者讲述从业中的

感人瞬间和难忘的经历。

“记者这个职业，总能让人获得许多新鲜的经历，于无声处记录下城市的变迁
和人间的冷暖。”

从事记者工作近30年了，我一直奋斗在采访一线，见证过首府点点滴滴的变
化，亲历了人们不断丰富的物质文化生活，用信息、事实和观点，记录着首府波澜壮
阔的改革发展进程。

蓦然回首，近一万个日日夜夜，我的人生已经与新闻宣传工作血脉相融，并且
就这样神奇地镶嵌进新闻的脉络和时代的印记中。

作为呼和浩特日报的一名时政记者，我写过时政要闻，也做过深入调查采访，
《保护呼市仅存的明清建筑》《赛马场缘何成为臭水沟》等新闻调查稿件，见报后引
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并解决了相关问题。新闻报道能够为首府高质量发展作出
贡献，我内心也有着满满的成就感。

“作为一名老记者，我认为，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离不开打破常规的创新，这更需
要记者提升脚力、眼力、脑力和笔力，只有进一步提升‘四力’，才能使报道推陈出
新，发挥更大的舆论影响力。”李海珍说。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新闻工作是一项常干常新的工作，也是一项极富
挑战性的工作。作为一名记者，如今又身处媒体深度融合的时代，这就要求我们的
新闻报道必须更好更快，必须用更敏锐的眼光、更质朴的感情、更创新的形式，去记
录时代变革、讲好精彩故事。

李海珍：让新闻报道更好更快

时光飞逝，迎来了第25个记者节。20多年的记者
生涯有苦有乐，我依然对这份职业充满热爱。感恩这
份职业，让我记录过时代的点滴，感受过平凡小人物的
悲喜，也感恩这份职业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

在刚入职时，我胆小拘谨，通过多年记者生涯的历
练，我从一个不善言谈、胆小怕事的女青年变成了一位
女汉子，也养成了爱管闲事、爱打抱不平、爱仗义执言
的性格。

2012年的一个深夜，夜班结束开车回家的途中，
我看到一名醉酒男子躺在马路上，试图唤醒他未果后，
马上打了报警电话和急救电话，虽然已是午夜时分，我
还是一直等到医护人员到来才放心离开；2016年的一
天，我和多个同行随企业去土左旗慰问留守儿童，当看
到一名留守儿童身患重病，我捐了一些钱。2020年的
一天，我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原来是我写的一篇关于
呼和浩特市推进公租房建设的报道引起了外来务工人
员张大姐的关注，她想了解申请公租房的条件和流程，
我详细了解了她的情况，第一时间咨询相关部门回复
了她。此事过后，2021年她又给我打来了电话，第一
句话就是“云记者，我在呼市有房子了，我能接孩子来
上学了，谢谢你。”听着她兴奋地讲述自己申请到公租
房了，我也激动得热泪盈眶。在这一刻，我感受到了作
为一个记者能帮助到别人的幸福。

我想说，是记者这份职责赋予了我扶危济困的热
情和澄清谬误的勇气。这份热爱最长情，在未来岁月，
我会继续保持热情和勇气，努力讲好青城故事，传递这
座城市的爱和温暖。

云艳芳：这份热爱最长情

今年是我过的第 11个记者节，我学习的专业并不是
新闻，刚来单位的我对宣传工作并不是很熟悉，是前辈和
同事们把我这个门外汉带进了门。11年的职业生涯，让
我的称呼从小梁变成了老梁，这一路走来，我始终坚信好
新闻是“走”出来的。

记得刚入行时，我总是坐在办公室里等待新闻“自己
上门”，结果一天下来一无所获。直到有一天，有位老师
对我说：“新闻不会自己走进你的办公室，你需要走出去，
去发现它。”从那以后，我开始主动出击，深入社区、走访
乡村、参与活动，每一次外出采访，都是一次新的探索和
挑战。

在田间地头，我看到了农民们辛勤劳作的身影；在工
厂车间，我感受到了工人师傅汗水的温度；在疫情现场，
我见证了无数志愿者无私奉献的精神。这些生动的场景
和真实的情感，成为了我笔下最有力的素材。它们不仅
仅是文字的组合，更是心灵的触动，是对社会现实的深刻
反映。

走出办公室，我学会了倾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
事，每个故事都值得被聆听。我用笔记录下他们的声音，
让更多的人了解到这个世界不同角落正在发生的事情。
这让我感到自己的工作充满了意义。

11年来，我走过了许多地方，也收获了许多感动。我
相信，只要我们愿意走出去，用心去感受，用眼去观察，就
能捕捉到那些最真实、最动人的新闻瞬间。这不仅是对
于职业本身的要求，更是出于对生活的热爱。

无论未来的路是怎样的，我都会继续走下去，因为我
知道，好新闻，永远在路上。

梁婧姝：好新闻是“走”出来的

11月 8日，我们迎来第 25个记者节，但对我们大部分
的同行来说，依然奔波在路上 ......

我的工作主要是采写时政新闻和民生新闻，时政新闻
要求有较高的理论素养和政治敏感性，而民生新闻需要俯
下身子，进入现场去找素材。

2007年，民警宝力格英勇牺牲后，他的警号“012642”
由加入警队的妻子索连红接力佩戴。现在，在索连红光荣
退休之际，警号“012642”由他们的儿子包牧仁接力佩戴。
在警号传承仪式上，我看到了 30多年间，同一个英模警号
在三人间接力传承。我对索连红和包牧仁分别进行了深入
采访并做了连续报道，记录他们的忠诚与担当，在社会上引
起了一定反响。

今年是我从事新闻工作第 13个年头了，采访了多少
人，我已经记不清了，但很多采访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

今年 10月份，在黄合少镇后窑子村的农田里，我采访
了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赵利俊。为了带动村民致富
增收，他带领大家开垦荒地，在山里种起了有机胡萝卜，一
种就是4年。目前这个村已成为呼和浩特市最大的有机胡
萝卜种植基地。

在我的报道中，有楼道配电设施自燃，徒手抢险致高压
电烧伤的退伍军人李荣庭；有勇救落水女子的七旬老人李
俊怀；有汽车侧翻起火，生死瞬间挺身而出的马玉彬、仝伟；
也有与土地打交道、从事规模种植的新农人张健……对我
而言，他们不仅仅是采访对象，更是我学习的榜样，从他们
身上我看到了平凡人的坚持与善良。

用笔杆连接人心，用镜头记录真相，让更多的人感受到
向上的力量，这就是新闻人的使命与担当，也是我追求的方
向。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转眼就到了第 25个中国
记者节。首先想对一直支持我们的读者说一声

“谢谢”，因为有了大家的关注反馈，我们在新闻之
路上才能坚定前行；也想向同行们道一声“辛苦
了”，因为有了团队的支持合作，我们在新闻之路
上才能行稳致远。

在这个属于记者的节日里，振奋、激动之余，更
多的是深感使命光荣、重任在肩。过去的工作中，
我经历了许多难忘的瞬间，无论是采编一线的日夜
兼程，还是稿件撰写的苦思冥想，都让我在新闻之
路上不停思索和成长。

媒体融合发展是大势所趋，人们对新闻的阅读
需求和阅读标准逐渐提高，对时政新闻的阅读理念
也发生了转变。那么，如何让时政新闻报道更接地
气成了我常常思考的问题。

“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是记者在新
闻报道过程中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因此，在时政
新闻报道中要拉近报道对象与受众之间的关系，注
重时政新闻的二次开发，挖掘时政新闻中与受众切
身利益息息相关的惠民举措，做好时政新闻的延伸
报道，增强其服务性。同时，尽量采用平和亲切的
叙事风格，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通过典型事件的
情节塑造、生动有趣的细节描述，做到以情节打动
人，以细节感染人，增强时政新闻报道的亲切感。

“不日新者必日退”。作为一名新时代的党媒
记者，我将不断学习，练强本领，始终把信仰放在
心底、将责任扛在肩上、让汗水滴在脚下，讲好首
府故事。

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我深知自己的责任与使命——不仅要记录
时代的变迁，更要用生动的语言和细腻的笔触，让大家在了解新闻的
同时，也感受到人性的温暖和力量。

今年8月1日，我有幸参加了慰问自治区文明家庭、诚实守信“内
蒙古好人”获得者霍石柱的采访活动。

采访前，我特意上网查了资料。2017年，霍石柱老两口经历了失
去亲人的痛苦，面对儿子去世欠下的43万外债，他们通过不断提升农
产品深加工，延长产业链，最终用5年时间替儿子还清外债，走上了致
富路。

来到霍石柱家中采访时，他脸上始终洋溢着笑容说：“今年的收成
很好，债都还完了，心里的石头终于放下了。”看着霍石柱老两口被烈
日风霜侵蚀过的脸庞，粗糙的双手捧着今年丰收的果实，我打心底里
为他们高兴。

在采访中，质朴的霍石柱很羞涩，不知该说些什么，但讲到如何还
清债务时，他变得很激动，有说不完的话：“虽然儿子已经离开我们，但
他欠下的债务我来还。我特别感谢帮扶干部帮我调整种植结构、打开
销路，让我看到了希望。”霍石柱在种植上增加了雪菊、豌豆、山茶等经
济作物，同时将莜麦加工成莜面销售、将油菜籽加工成素油销售。除
此之外，他还担当起村里保洁员的工作，种田、浇地、保洁。

听到这里，我内心为之一动。在霍石柱身上，我看到了他对诚信
的执着追求和对生活的坚韧不拔，也坚定了我的信念，要通过手中的
笔和镜头，讲好更多这样的故事，把诚信的力量传递给更多人。

今天是我职业生涯中过的第 3个记者节。踏
入记者行业两年多时间，ICU 重症监护病房、“唐
宝”智陪班、重大项目施工现场……我到过不少地
方。新闻采写需要一直在路上，这也是我走上这
条路的初心。

一线记者的工作，并非是一帆风顺的。记得刚
入职，我总是忐忑不安，采访不知道从何入手，还好
有热心的前辈和同事，对我提供帮助，让我这个新手
开始慢慢地对新闻报道入了门。

做记者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还要随时准备好
承受挫折。采不到想要的内容，所有前期的准备都
是白费；一个新闻点，往往需要与许多人沟通，跑几
个地方；要写出专业而有深度的稿件，还必须充分了
解相关知识……作为“新兵”的我还没有充足的知识
储备，所以每次采访前都得先阅读资料，弥补知识欠
缺。

篇幅不长的报道，真要写起来，并没有那么容
易，哪怕是短短几百字，也要用一定的时间去了解、
去采访、去核实，才能如实完成报道。

记者这个职业最吸引我的地方就在于，你每天
都无法预料将遇到怎样的新闻事件、怎样的采访对
象。这样的挑战，反而让我更加有动力在新闻采访
这条道路上一往无前。

两年来，我在记录中不断收获、不断成长。回看
过去，有熬夜写稿的劳累，有风雨兼程的艰辛，但更
多的是采访过程中的获得感和稿件被采用后的成就
感。希望未来的自己，能采写出更多鲜活的、有价值
的作品。

今天，我迎来了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个记者节。回望近一
年的采访经历，那些或紧张，或兴奋，或感动的瞬间，仿佛是一
幅幅流动的画卷，让过往的日子变得丰富、多彩而难忘。

“怎么写出好报道？”这是刚入职的我经常会有的疑问。
身边的领导、老师和同事告诉我，“常怀敬畏之心，无论大小报
道都提前做好准备工作，到了现场多留意观察、多深入思考，
才能写出内容翔实、沾泥土冒热气的新闻报道。”

在“三八”国际妇女节前夕，我接到了采访“普通女性奋斗
故事”的报道任务。之前都是和同事一起采访，这次独自面对
采访对象，不免有些发慌。于是，在拿到采访对象的先进事迹
材料后，我便着手准备采访提纲。见她之前，我像学生时代

“背课文”似的在心里过了无数遍采访问题，希望采访时做到
流畅、自然。

采访进行得很顺利，在我向对方表达谢意和送上节日祝福
时，也收获了来自她的鼓励和肯定：“香凝，今天非常感谢你采
访我。虽然你刚参加工作，但是今天的采访让我看到了你的认
真和专业。在今后的采访中，你一定会遇见更多更优秀的人，
从他们的经历中汲取更多宝贵的品质，使你变得更加优秀。”

每一次采访、每一次经历，都有新的感悟。在每次采访
前，我都会查阅相关资料、列好采访提纲。这种“常怀敬畏之
心，提前做好准备工作”的习惯让我受益匪浅，它不仅让我在
采访中更加从容，还见证着我的成长，我采写的新闻报道《从
45万吨到 71万吨 盐碱地里长出新希望》《内蒙古呼和浩特
市：你托我管 稳收增产》先后发表在《内蒙古日报》《农民日
报》……

循热爱而来，怀敬畏而行。在未来的日子里，我将继续以
热爱为动力，以敬畏为准则，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在新
闻道路上

耿欣：增强本领 履行使命

若谷：记者是一种“探险” 吴香凝：越热爱 越敬畏 赵宇昕：我成为了一名记者

刘艳霞：记录不凡 传递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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