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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个记者节如约而至。岁月静好下，总有人负重前行；风云激荡中，更有人勇立潮头。记者就是要记录下这些精彩，让它们传得更远，
留得更久。只有始终不忘初心，牢记职责与使命，广大新闻工作者才能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拿出好作品。在记者节到来之际，
本报邀请了几位记者、编辑，分享新闻事件背后的故事，畅谈新闻工作的真切感悟。请读者走进他们的世界，听听他们的心声、故事。

刘亚杰刘亚杰

□本报记者 金 星

作为报社的一名编辑，踏
入新闻领域近十年来，我见过
深夜漯河的各副“面容”：十一
点多的城中村里，下夜班的打
工者热热闹闹地洗漱；十二点
多，24 小时便利店里灯火通
明；一两点的时候，瓜农在瓜
车旁随意躺着熟睡；三四点的
时候，菜农急匆匆地开着三轮
车……漯河夜里的忙碌与宁
静，就像新闻这份工作一样，
忙起来喝口水都顾不上，但非
常需要人保持“静”的心态：
不浮躁、专注、踏实做事，才
能做到不犯错、少犯错，做到
多年如一日地坚守。

一丝不苟 精益求精

初入报社，单位组织优秀
的采编人员给新人上课。刚踏
入新闻领域的我，怀着对新闻
工作的敬畏之心认真聆听、记
笔记。

印象颇深的是一位优秀编
辑王艳华谈报纸质量和编校：

“往大了说，我们每天编辑的版
面，记录的都是历史。因为不

可更改，我们尤其要记得精益
求精，不能有一丝马虎。”

事实证明，领导、同事都
是这么做的。

刚学会组版面，自以为已
经很认真的我把编辑好的报纸
小样拿去给雷会玲副总编签。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报纸小样
被拿回来了，红色的修改痕迹
颇为“壮观”：内文出现了英文
逗号，有的地方多了一个空
格，个别搭配经不起推敲，单
位名字没有用全称，专有名词
的表述不够规范，个别地方需
要核实确认，一些词语虽然生
活中常见但未收入 《现代汉语
词典》 ……学了四年汉语言文
学、当了两年老师的我，第一
次强烈地感受到什么叫作对文
字的“一丝不苟”，什么叫“精
益求精”。自此，对新闻工作愈
发敬畏，再不敢懈怠。

改了又改 校了又校

互联网飞速发展，新媒体
如火如荼，阅读也越来越便
利，碎片化阅读、速读成为大
多数人的阅读选择，甚至连教
人“5 分钟内看完一本十万字

的书籍并能把内容完整复述、
闭着眼也能和书发生感应”的
量子波动速读培训也有不少家
长信以为真……人们在阅读时
候越来越浮躁，与之对应的
是，有些阅读内容的生产也变
得有些随意。当阅读触手可
及，当删帖、订正变得容易，
人们对文字、对字纸的敬畏越
来越少，对传统媒体的重视程
度也越来越低。

经常有人问我：“你是报社
的编辑，我一直想问你一些问
题——现在几乎人人都有手

机，网络又这么发达，你们报
纸的速度根本比不上网络的速
度，为什么还要有报纸存在
呢？我在手机上一样能看啊！
再说了，你们写的、编的那些
东西有人看吗？”

想 必 有 许 多 人 持 这 种 观
点。所以，11月 1日的 《经济
日报》 微信公众平台推出了一
篇文章 《今天，为什么还要读
报》。其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一段被许多记者转载、引用的
话：“报纸的权威性来自报社和
党政机关建立的稳固联系，更

体现在报道准确性上……读者
如果有机会到报社检校部门看
看就够了。从每个检校人员身
边厚厚的词典，从校对老师身
后长长的参考资料、书籍中，
您就能体会到这种准确性是多
么来之不易。”

是的。这种准确性不仅来
自厚厚的字典，来自身后长长
的参考书籍，还来自满篇的修
改痕迹，来自一张又一张的报
纸小样对比，还有深夜回到家
想起某个细节不够完美立马往
单位跑的责任心。

规范、准确、权威，是报
纸的特点。这份规范、准确、
权威的背后，是无数新闻人的
一丝不苟、兢兢业业，是改了
又改、看了又看、审了又审、
校了又校的反复推敲。

不管外界如何喧嚣浮华，
这个社会总有一些人选择坚守
自己的理想、执着前行。

第 20个记者节，我们在路
上，一直敬畏，一直热爱，一
直努力，从不后悔。

今年 9 月，在河南省第二
届报刊编校技能大赛中，金星
同志荣获一等奖。

心怀敬畏 永远热爱 一直努力

金星金星

□本报记者 刘亚杰

用情讲好新闻故事

今年 8 月，两场演讲比赛
同时进行，一场是市委宣传部
组织的“2019年好记者讲好故
事”，另外一场是市委网信办组
织的“我和祖国共成长”党建
主题演讲比赛。两场比赛的初
赛都在 8月份举行，复赛和决
赛都在 9月份。这两个月，除
了参加演讲比赛，还要做好本
职工作，中间还有几场考试，
总之是非常忙碌。还好，初试
都很顺利，获得了第一名，然
后代表漯河参加全省的比赛。
最终，在河南省委网信办主办
的“家国往事·我和祖国共成
长”党建主题演讲比赛中，我
获得了三等奖。

成绩来之不易。从演讲的
选题到最终定稿，稿子改了 20
多遍。其中，报社副总编雷会
玲和编委办主任王蕾，多次帮
我改稿子。看到她们那么认
真，我内心就在想，这次比赛
得拼了。我把往年央视一些大
型演讲比赛的视频找出来，一
遍一遍地看，然后拿起自己的
稿子一遍一遍地练，尽量把我
所讲的故事完美地呈现出来。
同时，为了能把故事讲得更生

动，我在同事的陪同下回访了
故事的主人公，了解了更多细
节，然后再修改稿子，斟酌演
讲语调、手势。整个比赛过程
中，我最大的感悟是：讲故事
是记者的基本功。要想讲好故
事，首先要有扎实的基本功。

通过比赛，我也对自己此
前的工作做了梳理。对比那些
优秀的同行，我看到了自己工
作中的不足，也让我对记者这
份工作有了新的认识。

用心做好每次采访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出身的

我，做记者时常感到文字功力
不够，尤其是报社还有那么多
优秀的同事。有一段时间，我
很不自信，甚至一度怀疑自
己：感觉已经很努力了，但还
是做得不好、不对，还不知道
究竟哪里出了问题。

当记者这几年，我感觉收
获最多的还是在晚报当记者的
那两年。

那时候经常受到领导的批
评。当时，我的一位同事告诉
我：“领导批评你，说明看好
你，觉得你有进步空间。”所
以，我就鼓励自己：我虽然不
是优秀的记者，但是起码要做

一名合格的记者；要认真对待
每一次采访，倾尽全力，无愧
于心。

今年年初，我主动申请从
晚报采访中心转岗到视频中
心。上大学时，学了出镜记者
的理论课程，但是从来没有实
践过。毕业后的第 7 个年头，
没想到我又干起了老本行。然
而，时移世易，媒体环境、新
闻样式变化很大，转岗对于我
来说也是新的挑战。

转岗后的第一件大事，就
是直播漯河的“两会”。那是我
第一次出镜。幸运的是，在领
导、同事的支持和帮助下，圆
满完成任务。这给了我自信和
动力。接下来是食博会的直
播。尽管曾被吐槽脸太胖、衣
着不合适，但我问心无愧，因
为每一次采访我都告诉自己，
再认真一点、再努力一点。就
这样，我在一次次锻炼中不断
成长。

学习新知识新技能

我们所经历的这个时代，
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我所
处的媒体行业，也在发生着巨
大的变化。

全媒体时代，对每一名记
者来说，既是一个机遇又是一

个挑战。只有适应了这种改
变，战胜了挑战，全媒体时代
才能成为我们职业生涯中不可
多得的机遇。

要想战胜挑战，我觉得必
须跟上时代的发展，适应新情
况，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
传递信息、讲述新闻故事。这
就需要我们要不断地学习新知
识，掌握新技能。

全媒体时代，我们每一名
记者都要成为多面手。

我 们 不 仅 要 紧 握 手 中 的
笔，还要拿起摄像机，掌握视
频拍摄技巧。我们不仅要能写
出整版的深度报道，还要能有
条不紊地面对镜头讲故事。

成为一名优秀记者，真不
是一件轻松的事。

今 日 的 新 闻 ， 明 日 的 历
史。我们有幸成为时代的纪录
者，我们要用镜头展现时代的
美好，同时也不能忘了不断成
长，成为更好的自己。

在第 20个记者节到来的时
候，祝福每一位新闻人：身体
健康，节日快乐！

今年 9 月，在河南省委网
信办主办的“家国往事·我和
祖国共成长”党建主题演讲比
赛中，刘亚杰代表漯河闯进决
赛，荣获三等奖。

不负时光 做时代记录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