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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大型主题采访活动记者感言②
在路上，心中有时代 在现场，心里有感动

在走近中发掘发现

□记者 刘荣荣

这是我第三次到塔元庄采访。
2017 年党的十九大召开前后，我

曾两次到正定县塔元庄村，围绕基层党
组织建设、村集体经济发展、村民生活
新变化等进行走访报道。

有了前两次“亲密接触”，塔元庄的
基本情况已经摸清，可以说知己知彼、准
备充分。但同时，我心里也在打鼓：第三
次采访还能抓到“活鱼活虾”，烹出一道

“新菜”吗？
实践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在这次长达十多天的蹲点调研中，

我和同事访农家、看项目，每到一户一
地，我们一谈二问三调查，详细了解村民
所思所想所感，深入探访项目建设和运
行情况，既说成就也谈困难，旨在真实掌
握“红火形势”下存在的问题和隐忧。这
些，都是此次蹲点调研有别于过去的。

走得到，还要看得见，抓得准。举个
例子，过去关于塔元庄“平改楼”的报道
不少，但大都是蜻蜓点水式地介绍经
验。在这次蹲点调研中，我们通过“撒大
网”收获了“一箩筐”故事，最终根据主
题需要，精挑细选出尹书记说亲、老胡

带头拆房子、“报志愿”分房等一个
个鲜活生动的细节，为写好稿子储备
了“新鲜材料”。

写好一篇报道，勤奋的脚力、敏锐
的眼力、睿智的脑力、巧妙的笔力缺一
不可。站在新中国成立 70 年的宏大背
景下，再看塔元庄，再写塔元庄，要选择
一个什么样的落脚点？这是从采访伊始
就萦绕在我们心头的问题。边采访边思
考，边思考边碰撞，我们发现，塔元庄的
发展恰似正定发展的一个缩影，而这条
路径的根源正是 35 年前时任正定县委
书记习近平提出的“半城郊型”经济发展
之路。时代在变，城市需求、消费喜好在
变，塔元庄人不等不靠，始终与变化同
步，正是这个小村庄的“生命力”所在。写
好塔元庄“应变”记，我们始终坚持“讲故
事”的写法，不说大话空话，没有矫揉造
作，从张金霞、李俊平、孙建霞等一个个

“小人物”的故事入手，串起塔元庄改善
村环境、配齐旅游要素、聚集旅游人气等
一步步走上旅游规范化道路的“大事
件”，最终呈现出的报道既有现场鲜活
度，又有思想深度和人性温度。

锤炼“四力”，永远没有完成时。希望
不久的将来，我还有机会再访塔元庄。

□记者 赵书华

刚到万北村蹲点时，我有些失望。
因为，这个曾经因“河北大包干第一村”
而出名的村庄，从外表看上去，似乎已
不像过去那样光环闪耀了。

一位著名电影导演曾说：现实在成
为作品之前，是不存在的。发生的故事、
存在的问题，如果没有经过记者、作家、
导演的提炼，其物理的存在，不会使人
感动。记者的眼睛在于发现，即使这个
具有鲜明历史烙印的村庄已经变得普
通，那么，我们依旧可以用独特的眼力
发现它的动人之处。

我和同事的采访在深挖中进行。75
岁的老支书向我们介绍了万北村的过去
和现在，包括大包干、开辟商业街、兴办乡
镇企业等，虽然老支书就是新闻事件的
当事人，但是，我们需要更多的见证者，
于是，我们又采访了商户、企业职工、敬老
院的老人以及多位村民，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也走遍了这个村庄的角角落落。

万北的过去和现在清晰了，那么，
它的未来又在哪里？老支书向我们提
到，有一位在大名县挂职副县长的北京
专家曾到过村里，此人的一些想法让
他觉得振奋。于是，我们的采访马上

从村里移师县城。虽然在办公室，我
们已对这位专家进行了充分的采访，
但稍作喘息，我们又想，能否让他专
程陪记者再去村里实地调研一趟？事
实证明，正是这次跟随式的贴身采
访，让我们捕捉到了一个“问计乡村
振兴”的对话场景，它也成为后来稿
件中最为精彩的部分。

只有走近，才能增加认知，在看似平凡
的生活中发现隐藏其中的重大新闻主题。

只有走近，才能听到百姓原汁原味
的语言，捕获到鲜活生动的细节和场景。

走近的过程，同时也是情感上接近
采访对象的过程。只有情感上与他们发
生共鸣，深深地理解了他们，写作时笔
端才会熔铸感情，作品才能令人感动。

俗话道，要装满一瓶水，你需要有
一桶水。走近的过程，就是积累一桶水
的过程。记者不仅要采访与主题相关
的内容，与主题看似关联不大的内容
最好也能采访，这样你才能在全局中
了解局部，“胸中有竹”。只有做到
全 面、深 入、细 致 的 采 访 ，写 稿
时，那些细节、场景才会汇聚到
笔下，我们再将其雕琢成精美
的文字，达到于细微处讲好故
事的效果。

走得到，还要看得见抓得准

□记者 白 云

以前到西柏坡，我是一名走
马观花的游客。这次蹲点采访
结束时，我发现这块红色的土
地上真的有一种让人周身热
血沸腾的力量。

48 岁的闫振祥去年 8 月当
选为西柏坡村党支部书记，上
任头一件事，就是响应政府整治
景区的号召，第一个拆了自家的

小商品经营摊。
村干部也得生活，他是怎么做

到舍小家顾大家的？毕竟这一年有十
来万元的收入。闫振祥不是个爱表达的
人，只是低头笑，吭哧半天憋出一句：不
能光顾个人，集体不好看。

老实人说老实话。也没啥豪言壮
语、高大上的口号，就因为他当了村干
部，凡事就得做到前。

朴实的老党员闫文进，当过多任村
干部，和我聊天不顺杆爬，有嘛说嘛。他
给生产队干活多挑粪却不记工分，你夸
他大公无私，他摆摆手：那时干部都那
样儿。

采访时，我还遇到了 91 岁的游客
纪小文。她住在石家庄市藁城区增村镇

东桥寨村，距离西柏坡要一个多小时的
路程。老人被孙媳搀着走到西柏坡纪念
馆门口，就有点儿累了。孙子说，奶奶多
次提出要看看西柏坡，他们小两口特意
请假带老人来。

我问老人为什么一定要来这儿？老
人提高了嗓门说，“日子好过了，来看看
让俺翻身的人。”她干枯的手拍着我的
手，凑近我耳朵大声说，“我老头是党
员！”那神情骄傲得很。

在西柏坡的这几件事，深深触动了
我。

记者的工作，脚下有泥，心里有光。
为什么是这个小山村被选中为党

中央解放全中国前的最后一个农村指
挥所，为什么这里的老百姓心中总有坚
韧，为什么每天数以万计的游客来到这
里，他们来这里寻找什么？

我一口气写了《父辈与子辈：红色
的接力》《老房子和新房子：变迁的记
录》《柏坡一家人》等多篇报道，采写这
些稿件的过程其实也是我寻找答案、打
开问号的过程。

在“赶考”出发地探寻“红色初心”，
我的笔下也更加生动有力：真心为人民
谋幸福的党，就一定会赢得人民的拥戴
和追随。

脚下有泥 心里有光

□见习记者 贾晓煊

接到去华药采访的任务，我内心既
期待又紧张。作为一名新闻新兵，如何通
过3分钟的短视频去展现华药六十多年
的历史变迁，这对我来说，的确是个挑战。

蹲点调研式的采访，使我真正了解
了华药，读懂了华药。六十多年风雨沧
桑，作为“共和国医药长子”，华药改变
了新中国缺医少药的状况，结束了我国
青霉素、链霉素依赖进口的历史。六十
多年来，华药肩负国企责任，经历时代
变迁，见证了医药工业的调整和转型。
如此巨大的时间跨度，如此宏大的主
题，该如何用画面语言去展现和传达
呢？采访过程中，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
我的脑海。直到镜头捕捉到华药人在

“质量宣誓誓词”前凝神驻足的一刹那，
我的思绪豁然清晰了。

六十余载，华药一直在求新求变。
产品变了，项目变了，厂区变了，但华药
人对质量的追求始终没有改变。坚守药
品质量，是一代又一代华药人用实际行
动践行的使命和职责，而这背后又承载
着华药人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艰
难蜕变、勇担重任的奋斗与担当。

水到方能渠成，我们的微视频主题
有了，就叫《六十余载，华药的变与不变》！

从可读到可视、从静态到动态、从
一维到多维，微视频报道是新闻内容
演进的重要方向，也是此次“壮丽 70
年 奋斗新时代”大型主题调研采访
活动运用全媒体手段，创新形式载体
的重要体现。好的画面转瞬即逝，为了
把更多生动鲜活的场景展现给受众，我
们肩扛摄像机、手拿麦克风，穿梭于华
药的新老厂区之间，我们不想错过任何
一个精彩的画面，不想错过任何一个有
故事的人。参与华北制药厂选址工作的
刘太元，生产出第一株菌种的陶静之，
穿着婚纱赶火车参加技能比赛的韩凯
娜，以及生产线上每一位认真工作的华
药人⋯⋯画面定格他们忙碌的身影、专
注的眼眸、笃定的步伐，那一刻，无需言
语、无需抒怀，传递出的却是最能打动
人、感染人的情愫。

时代在变，技术在变，平台在变，但
做好内容始终是党报人不变的初心。有
幸身处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大背景之
下，我将把青春、才智奉献给新时代的
党报事业，努力采制更多有内容定力和
内容魅力的精品。

党报人的变与不变
▼ 记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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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县塔元庄
村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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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
日，记者白云（左
一）在西柏坡纪念馆
前采访91岁的游客纪小
文。 记者 张 昊摄

◀河 北
新闻网记者
在省高速公
路管理局拍
摄视频作品
《赞 赞 新 时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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