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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篇报道都凝聚着我们的忠诚

□

晨报记者 郑常鹏

同教师节、护士节一样，记者节是

我国仅有的三个行业性节日之一，它

也是一个不放假的工作节日。 作为一

名记者，每年的 11 月 8 日，我们都不曾

将它当成节日来过， 更多的是同往常

一样奔波在采访的第一线， 抑或是坐

在电脑前为一篇稿件字斟句酌。 每年

的记者节， 自己心中都会有一番莫名

的感慨……

“懒人当不了记者，当记者就是劳

碌命！ ”这是晨报的老前辈们经常告诫

我们的一句话。 确实是这样，记者绝对

是那种局外人看起来比较光鲜的苦差

事， 做记者的艰辛不仅在于日夜奔波

和思考，更在于如履薄冰的职业风险。

但因为热爱，所以敬业。 虽然做记

者的时间不长，但我坚信：一个人喜欢

一件事，热爱一项工作，是干好这项工

作的基础和前提；有了这份热爱，工作

中的一切困难都将不在话下。 为了赶

到第一现场采访并掌握完备的第一手

资料， 我曾到过浚县善堂镇的田间地

头和瓜果园林， 曾到过矿工每天上下

井的必经之地———矿灯灯房， 曾到过

居民积水为患的地下室， 也曾到过 10

多年没有物业接管的老旧小区……正

是有了这样的采访经历，才有了《冰雹

大雨突袭浚县三乡镇》、《晨报记者走

基层之走近鹤煤三矿灯房班 23 名女

工》、《房屋漏水渗水，“水患”何时消？ 》

和 《单位自管小区环境差， 居民盼新

“管家”》等报道。

每个新闻线索的采访结束后 ，我

们需要回到单位整理录音， 坐在电脑

前赶写稿子， 而且要在每天下午 3 点

截稿前写好稿子。 当第二天看到自己

的文章在报上发表， 采访期间遇到的

所有不快就都烟消云散了。 当看到那

么多的采访对象因为我们的辛勤耕耘

而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帮助时，我

们心里会有些许的自豪感， 会觉得自

己付出的一切都值了！

记者是一份常干常新的工作，那

一篇篇飞到您手中的报道凝聚着汗

水，凝聚着感动，也凝聚着我们的信仰

和忠诚。

执著

愿你的世界，我能走进

□

晨报记者 王帅

作为记者，每天走在旁观和探访

的路上，不断地空降到不同环境和不

同人的生活当中，现实永远为你准备

好了意外的发现，等你记录周遭人的

喜怒哀乐。 有时候，这样的发现突如

其来，采访对象的喜怒哀乐猛地将你

打动。

今年七夕情人节，我通过市老干

部局采访到了结婚当天才第一次见

面的张同文和刘花莲老人，他们家客

厅显眼位置挂着报社组织钻石婚活

动时老两口的婚纱照。 张同文的女

儿告诉记者，报社举办这次活动，他

们全家总动员，她远在英国的女儿也

通过网络将祝福送给了姥爷姥姥。 8

月 5 日，当我把印出来的报纸送到老

两口手中时，老爷爷和老奶奶拉着我

的手兴奋地说，他们的老同事在报纸

上读了他俩的爱情故事，还专门打电

话询问。 老爷子一口一个“帅帅”，老

太太说今天他们全家要吃饺子，非让

我留下一起吃饭。 不忍打搅一家人

团聚时刻，我带着满心祝福离开。

我极不赞同拿身体受伤害换来

一篇报道，一名优秀的记者应该在完

成采访任务时，还要保证自己的人身

安全。 但做舆论监督调查时，记者常

常要经历对智力和毅力的挑战和超

越。 一旦暴露身份，自己就成了采访

对象的敌人，深处这种危险的“游戏”

中，有时会让人不寒而栗。

《南方都市报》深度调查记者纪

许光，因曝光“洛阳性奴”案遭到恐吓

而通过微博寻求帮助。有人称他不低

调，发微博求助是“被迫害妄想症”。

面对质疑，他的回答是，“如果你在我

身边， 我会让你看看我从业 10 年来

身上的刀伤。我就是这样走过记者生

涯的。 ”

在微博的照片上，我看到了他手

臂上的两处刀伤。戳开自己的伤疤证

明自己，老纪让我很是心痛。 每次我

遇到负面报道时，领导总是千叮咛万

嘱咐一定要采访扎实。好不容易采访

完稿后，等待编辑加工见报前，我内

心深处又很挣扎： 既想让稿件见报，

又怕见报后出现纰漏，以至于晚上不

敢关机，觉也睡得不踏实，这种无形

的心理压力很是折磨人。一位老记者

曾宽慰我，当一名好记者不吃几场新

闻官司不正常，只要采访扎实，多数

情况下会胜诉。 但愿吧。

我们经常接待一些携带苦难和

冤屈而来的人们，他们把记者看成是

他们绝望生活中的生机。倾听他们的

遭遇， 我有时避免不了加入同情、悲

愤、打抱不平等主观情绪。但是，偏偏

许多时候，我又是无能为力。 面对期

盼的眼神， 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开

口，让他们绝望。

曾在一本书中读到这样一段描

写记者的话，认为比较贴切：收入不

算太高，地位不算太高，生活还不规

律，还要时不时面临各种风险；唯有

对探索陌生世界真正有兴趣、有好奇

心的人，方能真正持久。 借以自勉。

用感恩之心感受五味杂陈

□

晨报记者 李丹丹

不是在采访，就是在去采访的路

上，这就是记者每天的生活。 两年多

的记者生涯让我五味杂陈，近千个日

日夜夜，几乎每天都会有新的感觉。

2010 年 9 月份的一天， 吃过午

饭的我刚准备小憩一下，一阵急急的

电话铃声响了起来。 没等我开口，便

传来一位女士的痛骂和抱怨，还夹杂

着旁人的抱怨，原来，一个小区的业

主与物业管理人员发生了争执。

接到电话， 我第一时间赶到现

场。 了解了情况后，我一边安抚业主

们，一边与物业协商先正常供水。 经

过两个小时的劝说，业主们情绪暂时

稳定了下来。 刚回到报社，该小区的

业主委员会负责人又打来电话，劈头

盖脸一阵训，不听一句解释就挂断了

电话。 忙了半天，换来的却是这样的

结果，我委屈的泪水顿时不听话地流

了下来。

当然了，记者生涯中，收获的温

暖也有不少。 还记得年初时去淇县

采访一对“玻璃姐弟”。 母亲为了照

顾姐弟俩在学校打零工，格外节俭。

当记者问及他们的梦想，姐弟俩低头

不语，最后竟泣不成声；母亲告诉记

者，她用省了几个月的几十块钱给女

儿买了件花衣裳……讲到这里，她的

眼里也噙着泪花。 因为关爱，收获了

信任和温情，姐弟俩现在每月都还给

我发短信。

去年夏天，石林镇某村几十户村

民因买了假的谷种，万亩谷田几近颗

粒无收。 我和陈志付老师了解情况

后，先实地看了谷子的生长情况，之

后来到相关部门反映问题，并找到谷

种的销售商寻找解决办法和补救措

施， 当得知一季度的庄稼不会打水

漂，几十家农户脸上笑开了花。

帮浚县三十几名农民工讨回薪

水，帮贸易区业主争取到合理的电费

收取标准……种种事情让我明白，被

需要是我的责任，伸出援手是我的义

务，我要怀着感恩去体会记者生涯中

的五味杂陈。

使命

担当

忠实记录每件事

□

晨报记者 渠稳

在很多人眼里，记者拥有“无冕之王”

的光环，其实，这仅仅只是记者生涯的一部

分， 记者们在忙碌中践行着这个职业的责

任与担当。

从大学毕业后步入记者行业， 我采访

过河南建业老总胡葆森等商界名流， 也和

采访过的残疾人交过朋友， 还曾驱车上百

里为浚县的农民工兄弟讨要过工资， 也有

过不顾个人安危和同事深入污染严重的化

工企业暗访的经历……

2010 年 10 月的一个星期天，浚县善堂

镇白毛村村民打来热线电话， 说他们村的

一家辣椒作坊发生事故。 接到报料后，我和

摄影记者张志嵩以及司机任师傅驱车赶往

出事地点。 赶到那里时，出事现场已经被当

地村民看守起来，面对记者的采访，大多数

村民都选择了回避。

看到欲哭无泪的受害者家属， 看到哭

喊着要妈妈的逝者的一双未成年的儿女，

我和张志嵩下定决心要还原事故的真相。

我俩避开众多村民的视线， 翻过围墙进入

了事故现场， 当我们取得了第一手资料之

后，一些村民却围住了我们的采访车，不让

我们离去。“交出相机，删掉相片……”喊声

此起彼伏， 辣椒作坊的女老板堵在了我们

采访车的前面。 最后，还是在 110 民警的帮

助下，我们才得以离开现场。 当时，张志嵩

为了保住事故现场的第一手材料， 甚至把

相机的内存卡藏在了他的袜子里……

记者的经历带给我的除了看到市民感

激眼神时的满足感，更多的是责任。

2011 年 4 月的一天， 家住淇滨区花窝

村的郭文才来到报社反映，2010 年，他在湖

北收养了一个 18 岁的孤儿小慧，由于小慧

出生时到现在没有办理过任何手续， 所以

现在迟迟不能办理身份证， 也无法在本地

落户。 一年多来，为了小慧落户本地的事，

郭文才花费了很多精力，甚至放弃了工作，

可仍是没有任何结果。 面对愁容满面的郭

文才， 我以记者的身份帮助郭文才找辖区

民警，联系民政局。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

一个多星期的努力， 小慧终于在鹤壁落了

户。 面对郭文才给我送来的锦旗，我久久不

能平静。

一晃三年多的时间过去了，现在，我和

我的各位同事们依旧穿梭于大街小巷，用

文字和镜头记录下每一个精彩瞬间。 当看

到一个新闻事实经过我们的共同努力变成

一张张散发淡淡墨香的报纸时， 成就感就

会油然而生。

守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