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人说，“记者的别名也叫记着，记
着初心、记着担当、记着坚守、记着作
为。”他们用自己手中的笔挥斥方遒，让
平凡的故事摇曳出不平凡的风景。

记者的采访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
可能在大街小巷、可能在工厂车间、可能
在施工现场……很多记者经常脚步携风
带雨，但依然目光灼灼生辉。

身为一名记者，要学会不止步的一
路走、一路观察、一路记录和分享。我体
验过“煤亮子”的坚守，也感受过值班人
员的艰辛，还亲历过矿山铿锵玫瑰的责
任与担当……而他们，都成了我写新闻
最真实的素材。

因为工作需要，记者有时候需要扮
演很多不同的角色。采访矿工兄弟时，
我是他们的朋友、兄妹，看到他们黑黑的

脸庞、仿佛永远洗不干净的指甲缝儿，心
止不住波澜起伏充满疼惜；采访老党员
老干部时，我是他们的女儿、孙女，听他
们讲诉建矿之初的波路壮阔、艰辛历程，
内心深深为他们做出的贡献致敬喝彩。

类似这样的角色我还扮演过很多，
采访动筛车间的“煤海巾帼”时，我把自
己当成她的姐妹和她们一起攀爬快90
度倾角的楼梯，采访社区工作者时我把
自己当成他们的志愿者与他们一起服务
大家……每当经历一段故事，我头脑中
回放那一个个镜头，写下一篇篇“事迹”，
他们在我心中都是最美基层英雄。

当记者的这段经历让我学会坚强
起来，更懂得了珍惜和感恩。我不断告
诉自己要完善自我，学会融入寻常巷陌，
才能不负每一次遇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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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笔、一张纸和一台机子，这
是一名基层通讯员的“标配”，跌跌撞
撞地再次接触宣传部门，跟在资深的
记者身后，感觉很喜欢做这样的“幕
后”工作者，记录着、聆听着、诉说着、
见证着。也想起了第一次独立出去
跑新闻的时候，清楚的记得那是一个
关于比赛的事件，兴致勃勃出去采
风，拍回去的素材却惨不忍睹，画面
晃晃悠悠的不说，该给的镜头没给到
位，直接导致那条新闻被毁。有了前
车之鉴，汲取教训，掌握基本功，逐渐
解锁了技能：持机保持“稳平准匀”、
动作可使用“推拉摇移”、构图上的
“远全中近特”，以及角度拍摄方向。

从此，严肃认真的形势会议、逻
辑严谨的各种培训、例行开展的标准
化检查、术业专攻的技术革新、节假
日里的文艺汇演等等，人群穿梭，枕

戈待旦，哪里有新闻就出现在哪里，
点点滴滴记录百里矿区发生的大事
小情。还有一些难忘情景：国企改革
全面展开，惠民政策温暖人心，身在
其中，桩桩件件触动我倾吐感恩企业
之情；与思想碰撞的道德讲堂带我寻
找榜样的力量，追寻楷模的足迹，发
扬、传承；因当凭证留存资料，随同基
建科去地方上一个村子挨家挨户测
量独院里的居住瓦房、使用屋子、地
窖储存间和闲置窝棚，连续三天每天
往返，我目睹、奔走、坚持。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
越。为了一种执念，为了一种信仰，
我一直都在路上，一直找寻有血有肉
有灵魂的汾西故事，将故事人物化、
人物细节化地传递给受众。这是我
作为一名宣传工作者的自白，是一名
“土记者”的小情怀。


今年11月8日是我在新闻中心度过的第

18个记者节。这18年，有太多的回忆、太多的
感慨、太多的留恋。在我心里，记者是一个神圣
而伟大的职业，正是这份敬畏感让我热情不减，
初心依在。

从最初的校对工作，到报纸编辑，再到现
在的文字记者，每一步的成长离不开自己的努
力，更离不开前辈的指引。记得刚到报社，每天
的任务是协助编辑校对稿件。找出稿件中的
错别字和标点符号。按要求，每篇稿件校对三
次。这看似最简单不过的工作，校对的时候，我
用手指着、口里念着、眼睛盯着，三校下来，我总
是最后一个校完，错误仍是最多的。我不知道
该怎办？又不好意思问身边人。当时，宣传部
副部长刘平，每次审稿的时候，他都会问我：“把
标题再读一遍，看看有没有落下字？”“五条措
施，再点一下，看看是不是五条？”“再核实一下
领导的职务和人数。”很快，我悟到了，刘部长强
调的正是稿件校对的规律和重点，工作起来得
心应手。喜欢文字，是校对转变采编岗位开
始。从编辑稿件到采写稿件，这是跟文字打交
道最多的时候。喜欢文字是因为文字带给我
的是工作的充实感，是满满的能量感。

消息是记者最常写的新闻体裁。想把消
息写得又快又准，还有新意。光有新闻常识远
远不够。记得在报社实习的时候，跟着报社的
前辈武长青老师采访职代会，那时他负责《汾西
矿业报》一版编辑。跟着他。我们提前到场，了
解今年职代会与往年有哪些不同，然后“潜伏”
到代表们休息的地方，观察寻找“有故事”人和
事。会后，他加班熬夜，把“新鲜出炉”职代会稿

件一遍遍的修改编校，直到终审通过。为了“偷
艺”，我自己在家偷偷写稿，写完跟已经出版的
稿件一字一字地对，找到差距，重新再写。事后
证明，这样的方法，也是我写消息突飞猛进的关
键之路。武老师的这种一丝不苟的认真劲，一
直影响到我现在。

对职业的敬重，让我愈加喜欢这份职业。
作为记者，如果说，对新闻事实有敏感的嗅觉，
并能在第一时间用新闻报道的形式及时地表
现出来，是一种职业素质的话，那么，写通讯作
品稿件，更需要有深厚的生活底蕴，还要在字里
行间闪耀着思想的火花。让我记忆犹新的是
王家岭的煤矿“3·28”透水事故，一个电话我被
召唤到王家岭，看到一个个起早贪黑的“救援英
雄”，一个个铮铮铁骨的“矿工汉子”，忙在潮湿
的现场，睡着简陋的工房，拖着疲惫的身体依就
奋战在抢救现场，我被震撼了。从来没有写过
通讯稿件的我，带着深深的感受、浓浓的敬意，
流着泪洋洋洒洒写了一篇又一篇的通讯稿
件。这些稿件也获了很多奖项，这次采访中，当
时宣传部长孔晋湘，在自己住处，大冷天开着
门，一口气写了《生命之门》上千字的长诗，用她
自己的话说，关上门，容易瞌睡。开着门，有冷
风吹进来，头脑保持清醒。在这种敬业精神和
工作激情的鼓舞下，我用心感受，写出了一篇
篇优质的稿件。

18载的记者情，感恩我的记者生涯让我的
思想一直活跃，让我的文笔越写越顺，让我的激
情无以磨灭。素材的积累、人生的阅历，让我懂
得世态百相，对迈向未来新时代媒体人来说，捕
捉好新闻、谱写好故事是我永远的担当和职责。



一 直 在 路 上一 直 在 路 上
韩洁芳韩洁芳

2016年10月，我成为了一名汾西的宣传
工作者。到如今，记者的名号我顶到脑门上，已
经满满当当4年时间。这几年，我亲手熬制了
许多“鸡汤”。

“三基”建设如火如荼的那年，我跟着《焦
点》，去到处理问题不及时、涉及责任推诿扯皮
的某单位。初生牛犊的我，恨不得字字扎心，一
篇《从学到做，距离到底有多远》如今看来更多
的是书生意气，但这碗“鸡汤”里，有着我以笔为
剑的初心，有着我对工作毫厘必争的要求。干
了它，我就永远不会忘，我为了什么而出发。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正当时的那年。在
杭州，我和同事一起在浙江大华工作人员的严
防死守下，争分夺秒地把外派人员工作、生活的
身影记录下来。在厦门，我看到在家都是“掌心
宝”的姑娘们，端着盘子在陌生的城市里奔忙。
在深圳，我们结束采访，回头看到她们挥手送我
们离开的样子。过去许久，历历在目。我知道
以自己的笔力远远无法做到尽数展现，但这碗

“鸡汤”里，有着我对自己笔力不逮的遗憾，有着
我对自己专业精进最直白的迫切。干了它，我
就永远不会忘，我必须一直努力。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在老
师们的指点下完成了《大潮奔涌逐浪高——新
中国成立70周年汾西矿业发展综述》，一本厚
厚的《汾西矿业志》，前前后后翻了多少次，其实
真的已经记不清了。那本书的每一个字，都告
诉我“汾西”与我骨肉相连……。我常常把这碗

“鸡汤”从记忆深处取出，干了它，我就永远不会
忘记，我要用文字勾勒出汾西最丰盛的样子。

4年，不算很长，但也真的不短。能做记
者、能做汾西的一名记者，真的是很幸福的一件
事。我有机会去触摸这个庇佑、护我长大的企
业一路发展的脉络，有机会去到这个企业的每
一个角落，有机会去认识这个企业里那些可可
爱爱的人们，

我很高兴也很荣幸，用自己手中的笔将这
些汾西发展背后的故事，熬成一碗碗或者辛辣、
或者温馨、或者波澜壮阔、或者细水长流的“鸡
汤”，我希望在时间的淬炼下，我可以熬出营养
更丰富、回味更绵长的“鸡汤”，可以让更多的
汾西人感受到爱、感受到幸福、感受到努力和
奋斗的意义，并因此而更期待汾西即将呈现
的未来。

做新闻战线上的有心人做新闻战线上的有心人
贾卫民贾卫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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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当 记 者我 当 记 者
高高 艳艳



我熬过的那些我熬过的那些““鸡汤鸡汤””
赵秋艳赵秋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