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捍卫真实

作为中国新闻事业的开拓者
和先驱者， 范长江一直是记者心
中的灯塔。

1937

年
２

月
14

日，

25

岁
的范长江从延安回到上海， 第二
天就在上海《大公报》 发表述评
《动荡中的西北大局》。 时值国民
党三中全会，与会人员大为震撼，

因为和蒋介石讲的完全不一样。

蒋某大怒，把《大公报》总编辑张
季鸾痛骂一顿。 而远在延安的毛
泽东则欣喜万分， 亲笔致函范长
江：“你的文章，我们都看到了，深
致谢意……”

范长江不是斯诺先生， 也不
是爱泼斯坦， 他是一个在白色统
治区随时都可能被官方扼杀的
“草民”。但他说，他坚持的只是一
个新闻记者的天职， 追求的只是
一个“真”字。

一个简单的“真”字，正是新
闻人一辈子的追求啊！

而当下，我们屈指一算，随便
都能说出几个事后被澄清的虚假
新闻来。 新闻工作者被报道对象
以新闻侵权为由请上被告席的更
是屡见不鲜。 其原因不可一概而
论，但其直接诱因，大抵总与新闻
的“真”与“假”有很大关系。

我国著名新闻评论家甘惜
分教授说过，“无产阶级新闻事
业与资产阶级新闻事业根本观
点分歧很多，唯独在新闻报道必
须真实这一主张上有着惊人的
一致。”

也许， 百岁老人巴金的三字
遗言“说真话”，我们不能完全做
到，但我们至少可以做到，不说假
话。

在属于我们的节日里， 我也
想说： 如果我们要捍卫权利，那
么，首先请捍卫真实！

（作者系信阳日报驻息县记
者站站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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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第十四个中国记者节信阳部分新闻工作者感言

我是记者 我在现场

我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事迹， 从事新闻
工作十七年，喜欢在基层和老百姓说话，遇到
不平事会忍不住，发现好线索会激动，遇到突
发事件就想往前冲。这就像农民种田、教师站
讲台一样，是我的职业要求，我必须在现场，必
须敏锐，必须不怕危险能吃苦，并且乐在其中。

匈牙利战地摄影记者卡帕有一句名言：

“如果你拍得不够近， 那是因为你贴得不够
近。”我常常思索这句话，他所说的“近”不单
单指的是拍摄距离， 还指人与人心的距离。

2006

年， 我参加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70

周年
报道，采访了许多在乡的老红军，他们大多生
活贫困、沉默寡言。在何家冲村采访时，为了

让老人打开话匣子，我和他一起剥起了板栗，

由于不熟练，被栗苞刺扎的直甩手，老人笑了
起来，耐心地教我怎么踩稳，怎么用巧劲，从
怎么剥板栗不知不自觉就聊到了红二十五军
从何家冲出发长征的那个雷电交加的夜晚。

由于采访真实感人，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70

周
年报道被评为当年的市级好新闻特别奖。

作为地市台的新闻记者不可能有多少轰
动性的新闻，更多的就是要反映好柴米油盐酱
醋茶、衣食住行教医保等老百姓生活的实际难
处。对群众没有感情，对他们的困难熟视无睹，

采写的新闻就没有共鸣。有一次，青龙街居民
反映吃水难问题。 像这样反映吃水的问题、下
水道不通的问题比较多，一般报道后也难以引
起重视， 可媒体能去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种希
望，也是我们的责任。我采访了很多户居民，跟
随他们去老远的地方提水，最后以《青龙街

200

多户居民
1

个多月吃不上自来水》 为题作了报
道。画面上长长排列的水桶，生锈后失却生命
力的水龙头，敲击着人的灵魂。事情最终引起
相关部门重视，居民吃水问题得以解决。

从事新闻工作愈久，我就愈体会到不到
现场写不出真情实感，尤其是电视新闻优势
就在于现场第一时间的真实展示。深入生产
生活第一线，深入人民群众中间，不仅是制
作鲜活好节目的要求，更是新闻记者的使命
所在。我是记者，所以我在现场；我在现场，

因为我是记者。

（作者系信阳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总监）

我庆幸，此生没有入错行！

俗话说：“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

从河南大学美术系毕业后， 我执意改行，

选择进入媒体行业，这一干就是
18

年。

进入了这个行业，我才有机会接触
到各个阶层的优秀人士代表，海外著名
学者赵浩生、感动中国年度人物魏青刚、

全国道德模范黄久生、旅美华人画家曹
勇等等，面对面的采访过程，也是心灵接
受洗礼的过程，他们身上所散发出的某
种精神、气魄，化成感动与激励，激荡于
胸的同时，转化为一篇篇文章：《因为我
们还年轻》、《感动鲁豫的信阳小伙》、《我
会更好地服务社会，回报乡邻》、《大别山

里，一定有我创作的能量源泉！》等，作品
在传播的同时， 也让更多的人得以从他
们身上学习、 感悟到不同类型的优秀人
士的非凡品质。

一次次新闻事件的采访， 对于我而
言，又成为一次次锻炼之旅、提升之旅。

2009

年，在固始驻站的我接受领导委派，

赶赴闽粤大地实地走访，走一路写一路，

发表《鼓浪屿的苏家人》等一批鲜活的文
章。

2010

年
10

月，由我参与策划并组织实
施了一项主题为探访固始先人开漳入闽
踪迹、 重温根脉相连的血缘亲情的寻亲
之旅活动，用

10

天时间，跨越
6

省
10

县市，

写下近万字的作品《一次跨越时空的追
寻》，还先后写下《见证这一刻》、《相亲相
见知何日

,

此时此夜难为情》等多篇长篇
通讯，为根亲文化宣传鼓与呼。

所写作品能得到认可， 就是对记者
最大的褒奖！无关乎评奖，不在乎荣誉，

只要作品大众认可，百姓爱读爱看，我就
一定坚持写下去， 坚定地做主流价值的
传播者和捍卫者，乐此不疲，今生无悔。

回想这
18

年记者生涯， 采访了那么
多的新闻人物、新闻事件，酸甜苦辣皆尝
遍之后，蓦然回首，竟然发现，这段经历，

不仅增长了我的阅历，开阔了我的视野，

发挥了我的才智，而且保持了我的个性，

丰富了我的人生———我庆幸， 此生没有
入错行！

（作者系信阳日报社县区新闻部主任）

使命在肩

奔波劳碌中， 又一年记者节
悄然而至。记者节，以职业为节，

是给予记者的最高荣誉！ 但我深
知， 荣誉背后， 是肩上沉重的使
命！

作为新闻记者， 我们是时代
的见证者和书写着， 记录着时代
的脚步。

2013

年，对于信阳这个美
丽城市来说， 是深入贯彻落实党
的十八大精神和勇当中原经济区
建设前锋大有可为的一年。 这一

年， 我们一直用真诚的笔墨记录
着， 用澎湃的激情书写着，“两
会”、“茶文化节”、“产业集聚区”、

“全民运动会” ……我们一路走
过。报纸一张张翻过，信阳发展的
点点滴滴被一一展现。记录历史，

书写真实， 是一个记者永恒的追
求！

作为记者，我们一直活跃在人
民群众之中， 穿梭于社会万象之
间。路面坏了久未得到修补、城市
中的个别不文明现象、烈日下各行
业挥洒汗水的人群、病床上急需帮
助的孩子……我们用手中的镜头
和笔记录新闻， 反映民生热点问
题，传递百姓真实心声，报道社会
公平正义，颂扬信阳正能量。

当下， 魅力信阳建设迈入新
的发展阶段，作为记者，我们责无
旁贷———为信阳的发展鼓与呼，

我们义不容辞！时代在发展，社会
在进步，不变的，是我们心中的信
仰和肩上的责任。

今天，是记者节，我为自己是
一名记者而感到骄傲和自豪，但
我又为肩负的使命而自省自警：

勿忘神圣职责，勿忘铁肩道义。

（作者系《信阳周刊》记者）

奚顺兴

真情践行“三贴近” 人民记者为人民

屈指算来， 加入记者这个行列
已经有八个年头了， 在这八年时间
里，我始终在勤奋学习，锻炼自己，

努力做一名合格的新闻人。

这些年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记者是什么
?

有人说，记者是份体面
的工作，是种权利，是无冕之王，是社
会的一面镜子，等等。在进入这个行
业之前，我也天真地认为，记者是自
由、个性、神气的代名词，对她充满了
神往。但在新闻采访的路上行走了八

年之后，我对这个职业有了切身的体
验。我发现，这个职业在她所有鲜亮
的外表下，最真实的内涵，用一句话
来概括就是“人民记者为人民”，记者
理应成为“社会良知的守望者”。

记不清多少个寒冬酷暑，当别的
家庭正在享受天伦之乐时，我们还要
蹲点挨饿，加班加点战斗在新闻采访
一线； 记不清多少个中午或深夜，别
人都在酣然入睡，我们一边忍受瞌睡
的侵袭一边奋笔疾书；记不清多少个
节假日， 我们只要一接到采访任务，

便放弃和家人团聚的机会，火速奔赴
新闻事件发生第一线。

这些年，我也深深体会到：做一
名新时期的优秀记者需要具备良好
的综合素质，要有一颗冷静而清醒的
头脑， 要有一腔充满正义的热血，要
有一副善听八方的顺风耳，要有一张
能说会道的巧嘴巴，要有一双马不停
蹄的铁脚板，要有一双乐此不疲的妙
手，要有一颗永不满足的虚心，要有
一身过硬的基本功。为此，我一直在
孜孜不倦地追求、探索、努力着。我知
道，我做得还远远不够，离人民的期
望值还有很大差距，为了人民的事业
我愿意付出今生所有的智慧和汗水！

（作者系息县电视台记者）

张 静

在路上，苦并快乐着

看到名字的时候， 我在
电视屏幕的右下角； 看不到
名字的时候， 我在新闻采写
的路上……

曾经认为“无冕之王”这
个职业不仅令人骄傲， 而且
光芒四射， 当真正开始这份
职业后， 我感受最多的是一
份责任。 从进入电视台的那
天起， 看着同事们忙碌的身
影，我就深深明白：既然选择

了记者， 就必须担负起这一
份使命与责任。

我一直在路上， 风餐露
宿、终日奔波是生活的主旋律，

加班加点、通宵达旦更是家常
便饭。没有星期六、星期天，没
有一个痛快假期，用同行的话
来说“每天都是星期一”。星期
六，行走在调研边远乡镇的小
路上，星期天，却又坐在了与返
乡农民工座谈会的现场，时时
刻刻活跃在人群之中，穿梭于
社会万象之间，传播党的声音，

反映民生民意，用所见、所闻、

所思、所感，用心记录历史，传
递感动，时刻当好社会发展观
察者、记录者和守望者。我时刻
见证着生我养我的地方在快速
发展，看到了乡亲们迎接新生
活的愉悦和自豪和他们发自内
心的喜悦。

辛苦中感受责任，蓦然回
首，多少风雨，多少汗水，多少
困难与危险，都化为点点思绪
出现在脑海里。不后悔，从不
后悔，这是我对家人、对朋友、

对他人说过的话！真的没有后
悔过吗？当然不是，当拖着一

身疲倦回到家中， 伴着咸菜，

啃着又冷又硬的馒头时，也会
感到孤单；当激于义愤勇敢揭
发不合理现象，却被对方辱骂
威胁，也会感到气愤；当刮风
下雨打不到出租车，打着伞抱
着摄像机赶到活动现场，衣服
湿透了等上半天， 人也冻僵
了，却被告知活动取消时心底
的委屈……于是，我想起了父
母谆谆的牵挂和叮咛，想起了
朋友们的劝阻，还有那句“一
个月几百块钱，天天忙得见不
着人”的话语时，我动摇了，后
悔了。

我心中不止一次问过自
己：如果不做记者，那会做什
么？有过迷茫，有过彷徨，痛
定思痛之后， 明白为人做事
应当有坚守， 人生就是在实
践梦想中体验成长。 一个行
业只有真正地融入其中，才
能在其酸甜苦辣中品出滋
味， 然后由衷而爱， 坚持前
行。

我一直在路上， 而且还
将继续前行！

（作者系商城电视台记者）

甘 鑫

王天华 向 炜 时秀敏

爱信阳 写信阳

热爱家乡、热爱祖国，是中华民族
的传统美德。 这种感情铸就了伟大的
爱国主义精神，创造了几千年的文明，

激发了无与伦比的凝聚力。 我爱我的
祖国，爱我的家乡信阳。我

1964

年当农
民通讯员，

1969

年到广播电视系统，至
今没有挪过窝。 新闻事业融入我的血
液中，写的稿子有

6000

多篇，出版了
8

本专著，绝大部分都是写信阳。

我是土生土长的信阳人，我爱信
阳，有如子女爱母亲、情侣般热恋，爱
得炽热，爱得滚烫，爱得入神，爱得贴
心。作为信阳的新闻工作者，写信阳
是我责无旁贷的义务，是我做人的本
分和良知。

写信阳要写信阳山水，连绵起伏
的山峦，舒展平缓的沃野，奔腾不息

的河流，四时不谢的鲜花，琼楼玉阁
立于城乡，湖光山色藏于茂林，恰如
一幅天造地设的画卷；写信阳要写信
阳的历史、文化，信阳的历史是抗争
的赞歌， 信阳的文化是流芳的山花，

信阳人的精神是永远不熄的火焰；写
信阳要写信阳的形象， 小到一个工
厂、学校，大到一个行业、区域，都有
许多闪光点，都值得写，都应该传扬；

写信阳要写信阳人，信阳是个人才辈
出的地方， 历史人物如星光闪烁，当
代人物气壮山河，写他们就是传承和
弘扬信阳精神， 学习他们高尚的精
操，不屈的意志和进取豪情；写信阳
更要写信阳的现在，改革大潮在信阳
风起云涌，从城镇到农村，各行各业、

各条战线， 每天都在发生看得见、摸
得着的变化，信阳的优势和资源已经
得到或正在得到开发和利用。信阳进
入了历史发展的黄金时期， 新闻事
件、新闻典型层出不穷，当今的新闻
工作者更有用武之地。

本人农民出身，技校毕业，阴差
阳错，当了记者，一干就是

40

多年而
无怨无悔。如果说我把一生都交给了
党的新闻事业的话，那么，我把主要
精力都投入到写信阳、 颂信阳之中。

如今我老了， 但我可爱的家乡年轻
了，信阳的新闻队伍年轻了！我相信
年轻的信阳新闻人写信阳比我写得
更生动、更鲜活！

（作者系信阳电视台原副台长、

高级编辑、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袁维龙

记者要有敏锐的思维

11

月
8

日是中国记者节。 我作为一名
退休十年的老新闻记者，每逢这个日子不
由得心生感慨，有时还会吟诗填词，以作
记念。

新闻这个词，最早见于唐代李咸的一
首诗中：

故人不见五春风，异地相逢岳影中。

旧业久抛耕钓侣，新闻多说战争功。

这首诗是说，因为战争之灾，故人五
年未得见面，有幸在异地相逢也只能是躲
在山洞林间。农民、渔夫已久不耕田钓鱼。

一见面彼此首先关注和说起的便是战事
新闻和战功话题及各自遇见、听到的新闻
事件。这说明在唐代老百姓就很重视通过
新闻了解、关注国家大事了。

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应当经常深入
群众。

1997

年
9

月中旬，我去罗山县铁铺乡

采访。 在北安村听到一个街谈巷议的事
情，就是乡邮电所所长张良因贪污北安村
村民桂本坤和桂本江兄弟俩的捐款而被
判
5

年徒刑。

桂氏兄弟俩从
1996

年《人民日报》元
旦社论中得知，

1997

年
7

月
1

日香港回归的
喜讯。兄弟俩为表达爱国之心，决定将准
备盖房的一万元以个人名义各捐

5000

元
给国家。 他们到邮电所将款寄给了国务
院。此款寄出

10

天后，被国务院退回。邮电
所所长张良见到退款单顿起贪心。他私刻
桂本坤和桂本江的私章将捐款取出、据为
己有。直到

1997

年香港回归之前，桂氏兄
弟仍没见到回执， 便到乡邮电所询问。张
良只好胡乱解释一通。 兄弟俩心中生疑。

二人到北京国家信访局询问得知：捐款早
已退回。他们回来后便报案。张良被迫退
还钱款并被逮捕法办。作为记者，我立即
意识到这是一个关系到全局的好新闻。香
港回归是国家大事，举国欢腾。桂氏兄弟
见到元旦社论，尽管才脱贫，为表达爱国
之情自愿捐款。为了弄清事件原委，我采
访了桂氏兄弟、县检察院、县邮电局，写出
了“桂氏兄弟爱国捐寄万元迎回归可敬
邮电所长贪婪据为己有入监牢活该”的
报道。此新闻获省第三届市地报总编辑大
赛二等奖。

今年记者节的到来，使我又想起了这
件往事，有感而发吟了一首七绝《记者节
感怀》：

荧屏放影报登文，正气弘扬邪恶停。

无冕吾侪名记辈，衣食父母总关情。

（作者系信阳日报社原党委副书记）

黄元尧

做一名伟大时代的记录者

屈指细算，从我踏进新闻行业那天
起，如今已度过了

23

个春秋。

23

年，如果你是一位医生，那么在
这
23

年里， 你必定问诊了无数个病号，

挽救了百千万个病人的生命；

23

年，如
果你是一位教师，你必定教授了难以计
数的学生，早已桃李满天下……

而对于身为记者的我来说，这
23

年
间，又做了什么？我只能用平和的心态
观察世事，用文字和纸张来记录我们这
个社会的变更和声响，去感受这个时代
的脉搏和动向。做一名伟大时代的记录
者，是我的本职，是我的梦想，更是我的
骄傲！

我一直以为， 一个人以文字记录社
会，其足迹必定是遍及了这个社会的边边
角角。从当记者那一天起到今天，在

23

年

的时光里， 我跑遍了申城的每一条街道，

走访了几乎所有的居委会，和不计其数的
市民交谈。我用文字记录着这座城市的发
展和变化，记录着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人
们的一言一行和诉求，记录着各届政府为
了建设这座城市，所作出的一切努力。

如果硬要找出一个时间的节点来
反映这

23

年来作为一名记录者的艰辛，

我想这个节点应该定格在
2003

年。那一
年，我们国家发生了“非典”疫情。之后，

我市个别县区又发生了洪涝灾害。为了
及时报道抗击“非典”和抗洪救灾的一
线场面，我放弃了所有节假日，日夜坚
守在乡村和灾区采访、写稿，废寝忘食，

带病加班， 其中的辛苦至今记忆犹新。

虽然苦，但是那段时间却是我终生难忘
的，也是最幸福的，因为在不停地奔波
中， 我见证了医务人员为了救治病人，

置个人安危于不顾；见证了武警官兵为
了抢救灾民， 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

从他们身上，我感受到了我们生活的这
个风云激荡的时代所喷薄而出的正能
量，感受到了我们这个国家处处存在的
温暖与感动。我庆幸我生活在一个充满
温暖的社会里，我庆幸我见证了这一幕
幕的感人事迹，并满怀幸福地将这一切
写成文字，传给一个个读者来诵读。

做一个伟大时代的记录者，是我的
本职，更是我的梦想。这个梦永远不会
变。人生或已去半，但是我会继续用真
诚记录时代的脚步，用激情书写新的人
生篇章。

（作者系信阳晚报总编辑）

刘 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