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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8 日是第 25 个中国记者节。 在今年周口市“好记者讲好故事”活动中，来自全市的 23 位新闻工作者讲述了
他们亲历、亲见、亲闻、亲为的采访过程，充分展示了新时代新闻工作者踔厉奋发、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和使命担当。

当前，全市新闻工作者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自觉把新闻工作作为记录历
史、引领时代的崇高事业，用心用情讲好周口故事，凝聚起新时代新征程上全市上下团结奋斗的磅礴力量。

核心
提示[ ]

记录时代 讲述精彩
本报评论员

新闻记者是时代变迁的亲历者、
记录者、 见证者。 本届周口市“好记
者讲好故事” 活动选拔赛的成功举
办， 不仅让我们聆听了现代化周口建
设进程中的出彩故事， 也让我们感受
到了每一张照片、 每一帧画面、 每一
段文字背后的精神力量， 还让更多人
关注到记者“记录社会百态、 书写时
代之声” 的职业特性， 必将激励全市
新闻工作者当好记者、 讲好故事， 将
三川大地日新月异的变化呈现出来，
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周口实践提
供有力舆论支撑。

讲好故事， 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
向和正确的舆论导向。 “文者， 贯道
之器也。” 新闻工作者， 是党的政策
主张的传播者、 时代风云的记录者，
更是社会进步的推动者、 公平正义的
守望者。 因此， 记者的工作远不止于
记录现实、 传播信息， 更重要的是传
递价值、 守望正义。 好记者讲好故
事， 就是要寻找真善美、 书写好故
事、 弘扬正能量， 通过讲述周口故
事， 让周口正能量广泛传播。

讲好故事， 要始终以人民为中
心。 人民记者穆青认为， 我们报纸的
大量篇幅， 必须为群众生活、 群众活
动所占据。 新闻工作者要坚持围绕群
众讲故事， 在走进现实、 步入基层
中， 了解群众心声、 把握社会脉搏。
活动中， 记者讲述的故事虽然不同，
但有着同一种底色， 那就是关注群众
的“急难愁盼”， 反映真实社情民意，
为人民有更多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
感鼓与呼。

讲好故事， 要不断提高专业水平
和技能。 融媒时代， 记者要以“六边
形战士” 标准要求自己， 做到“采写
编评拍剪” 样样通。 通过采访拍摄、
构思写稿、 剪辑制作、 主持讲述等方
式不断提升业务能力， 最终以受众易
于接受的方式、 适合传播的方式展示
新闻作品。

周口的故事， 每天都在发生； 周
口的变化， 一直被这样一群可爱的人
记录和讲述。 在市委、 市政府的正确
领导下， 全市广大新闻工作者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 围绕周口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 充分挖掘新闻“富矿”， 将推出
更多有思想、 有温度、 有品质的精品
力作， 不断推动我市新闻舆论工作高
质量发展。

周口日报社记者姚珂：

从“田间”到“心间”
“作为记者不仅要履行 ‘铁肩担

道义， 妙手著文章’ 的职责， 也要想
方设法为人民办实事 。” 11 月 4 日下
午， 刚将助农产品送到中心城区提货
点的本届 “好记者讲好故事” 选手姚
珂说。

姚珂今年 28 岁， 是周口日报社的
一名记者。 他这个在城里长大有些五
谷不分的大男孩没有想到， 自己能到
田间果园开直播， 帮助农民老乡卖货。
这一切让他倍感骄傲。

周口农产品丰富， 但是销售难一
直是一些种植户的心病。 怎样才能利
用媒体优势帮助他们呢？ 他和同事想
到了直播助农。

今年 5 月 16 日， 在西华一农户家
的吊瓜园， 姚珂和同事开始了第一场
助农直播 。 “我对吊瓜的种植技术 、
生长周期并不了解。 我带着压力来到
果园， 先向果农大哥学习， 本着对农
户和消费者负责的态度， 一切弄明白
后才开始直播。” 姚可补充道， 除了直

播， 他们还在周口晚报微信公众号发
布了助农推文， 最后帮助果农卖出小
吊瓜 1500 多公斤。 这让姚珂颇有成就
感 。 他说 ， 第一场助农直播结束后 ，
后台经常收到消费者的私信， 问他们
都卖什么水果， 能不能发快递等问题，
同时还有果农直接打来电话， 请求帮
忙推销农产品。

“我印象深刻的是 5 月底， 郸城的
一位果农给我们打电话， 说他们家 380
余亩桃子滞销了。” 姚珂回忆说， 他第
一时间到现场了解情况， 并在周口晚
报微信公众号发布推文帮助农户宣传。
通过媒体的影响力 ， 仅仅两天时间 ，
那位果农的桃子就全部卖完了。 这让
他非常感动。

直播助农工作已开展大半年， 谈起
感受， 欣喜流露在姚珂脸上。 “我为自
己能借助媒体优势助力农民增收而感到

自豪。 接下来我和同事会继续宣传推介
周口优质农产品， 讲好周口故事， 助力
周口乡村振兴。” 姚珂说。

周口广播电视台记者田宜森：

与周口共成长
2016 年， 淄博的田宜森来到周口

成为周口广播电视台的一名记者 。 8
年时间见证了这座城市的飞速发展和

翻天覆地的变化， 他也从一个 “外乡
人” 成为 “周口通”。

“来周口之前， 我对这座城市的
了解仅仅停留在 ‘胡辣汤的老家’、 一
个地处豫东平原刚刚开通了高铁的地

级市等方面。” 2016 年， 他在郑州—周
口的 “拼车” 上， 看着车窗外的街景
感觉到应该是到达目的地了。 在几分
期待和几分新鲜感中田宜森迈出车门，
“那一刻， 我仿佛听到了周家口对我说
的第一声 ‘你好’。 从此， 我成了一名
新周口人！”

2021 年 ， 在 “我眼中的 ‘十四
五’” 集中采访活动中， 田宜森与国家
级、 省级媒体的多位优秀前辈一同对
周口进行了一次深度探访 。 他说 ：
“那一次也是作为 ‘外乡人’ 的我第一
次从新闻的视角重新认识周口 。 在 3

天的集中采访活动中， 我真切地感受
到了周口的跨越发展。”

由于 “周口记者” 的身份， 很多协
助国家级、 省级媒体同行核对信息的工
作就自然落到了他的头上。 大到水系工
程的规划建设， 小到铁路公园穿城而过
的小火车路线， 对相关数据他都要认真
收集、 仔细核对。 而那些恶补来的 “周
口知识”， 也让田宜森成为了 “周口通”。

8 年光阴 ， 低矮民房换成高楼大
厦， 狭窄不平的马路已是平坦宽阔， 曾
经杂草丛生的河道和水塘变成了风景优

美的临河景观和公园湖泊， 一座座造型
优美的大桥横跨沙颍河连接着老城和新

区， 联通着周口的历史和现在。 田宜森
享受着与城市共成长的美好。

回忆以往， 田宜森自豪地说， 记
者作为一个时代的记录者， 担负的是
沉甸甸的责任 。 他时刻提醒着自己 ，
要做一名周口故事的出色讲述人， 更
要做一名周口故事的优秀书写者！

项城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雪源：

心中有爱眼里有光
任雪源虽然是位年轻记者 ， 但已

在周口新闻圈小有名气。 去年 11 月 8
日， 在周口市 “好记者讲好故事” 活
动中， 来自全市新闻战线的 21 位工作
者用心用情讲述了一个个 “沾泥土 ”
“带露珠” “冒热气” 的鲜活故事。 任
雪源就是其中一位。

11 月 6 日， 记者与这位新闻战线
的 “新兵” 相约， 再次聆听她对新闻
的理解和践行 “四力” 的故事。

“脚力” 是新闻人的根基。 任雪源
对记者说， 只有深入基层， 才能挖掘
出最真实、 最动人的故事。

她多次深入烈士黄高明家中 ， 与
烈士的家人促膝长谈， 用心感受他们
的喜怒哀乐。

“我记得那次采访刘虹霞时， 她静
静地坐在房间里， 手中紧握着黄高明
的照片。” 任雪源回忆道， “那一刻，
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她对丈夫的思念和

不舍。 这份深情， 让我更加坚定了自
己的新闻信念。”

在新闻工作中 ， “眼力 ” 同样至

关重要。 任雪源善于从细微之处发现
线索， 从平凡中提炼不平凡。 她注意
到 ， 刘虹霞在承受巨大悲痛的同时 ，
还要承担起照顾家庭的重任。 任雪源
感慨道： “作为记者， 我们有责任去
发现和传播这些平凡人的感人故事。”

“脑力” 是记者必备的能力之一。
“写这篇报道时， 我反复思考如何能够
更好地展现刘虹霞的坚韧和担当。” 任
雪源说， “最终， 我决定以 ‘留在河
南， 让他放心’ 为主题， 通过细腻的
笔触和真实的情感， 让大家感受到这
份深沉的爱和责任。”

“笔力” 是记者表达思想和情感的
重要渠道。 任雪源能够准确传达出采
访对象的内心世界和情感变化。 她的
报道不仅传递了正能量， 更引发了人
们对英雄精神的思考和敬仰。

“在采访过程中， 我经历了许多辛苦
和挑战。” 任雪源坦言， 尽管如此， 她从
未放弃过对新闻事业的热爱和追求， 每当
看到自己的报道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和关

注时， 她就觉得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

扶沟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刘于琼：

致敬守边兵
岗巴 ， 藏语意为 “雪山下的村

庄”。 在这片平均海拔 4800 米、 含氧
量不足内地 50%的 “生命禁区”， 西藏
军区岗巴边防营官兵从 1961 年进驻以
来， 一直坚守在这里。

2022 年 7 月， 扶沟县融媒体中心
记者刘于琼跟随河南广播电视台军事

栏目 《强军精武河南兵》 采访团一行
到西藏军区岗巴边防营采访 。 她说 ：
“如果不是采访， 我恐怕一辈子也无法
想象世界上还有那么艰苦的环境。”

“头晕、 胸闷、 心跳加快， 平时轻
而易举的事情都变得无比吃力， 恨不
得马上离开那里……” 刘于琼说， 在
西藏岗巴县， 大家彻底领教了高海拔
的威力 ， 来之前还生龙活虎的他们 ，
一下车就 “蔫儿” 了。

刘于琼说， 他们采访到的西藏军
区岗巴边防营指导员余震儒是驻马店

市平舆县人， 荣立三等功 2 次、 二等
功 1 次。 他们在采访中获悉， 余震儒
在进藏第一次驻训中， 就有了强烈的
高原反应， 头疼眩晕乏力。 为了迅速

适应环境， 他倒立憋气抗缺氧， 匍匐
前进练耐力， 冰雪搓澡抗严寒。

刘于琼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跟随官

兵们上山巡逻。 他说， 在海拔 4600 多
米的高山上攀登， 呼吸相当困难。 那
里根本没有路， 全是石头， 一步走不
好就有可能滚落下去。

在岗巴边防营里有一副对联， 让
刘于琼印象非常深刻， 上联是 “坚守
再难也要克服困难日复一日伫立风雪

边关”， 下联是 “巡逻再险也要执着涉
险年复一年用脚丈量雪线”， 横批 “死
也无怨”。 他们说， 宁愿向前十步死，
绝不后退一步生， 绝不让国土减少丢
失一寸。

这次的采访， 成为刘于琼职业生涯
中最为珍贵的经历。 “这群守护祖国边
境的官兵， 创造了 ‘人定胜天’ 的奇
迹， 为捍卫祖国领土完整、 维护边防安
全稳定、 促进西藏社会和谐发展作出了
卓越贡献。” 刘于琼说， 她想起魏巍的
《谁是最可爱的人》， 他们的确是 “最可
爱的人”。

河南日报周口分社记者卢涛：

当 90�后遇见“90�后”
当下，人口老龄化让养老成为社会关注的焦

点， 延迟退休让 80后、90后赡养老人的压力增
大。 作为 90后记者，我经常走进淮阳探寻养老服
务发展现状。

在五彩社区养老服务中心，96 岁的张玉
英老人令人印象深刻。在这里，她开启了幸福
生活，大家欢声笑语，饮食与睡眠俱佳，有事
按呼叫机，工作人员随叫随到。此前这位老人
身患 8 种疾病， 说话吃力， 如今有了精神慰
藉，身体和精神状态都有所好转，生活快乐。

淮阳区在养老服务方面堪称 “大手笔”。
区级层面， 原县委办公大院和县粮食局原办
公场所，被改建为两个综合养老服务中心；乡
镇（街道）层面，5 个乡镇敬老院转型升级，10
个乡镇敬老院改造提升， 保障区域老人能享
受高质量服务；村（社区）层面，实现养老服务

设施全覆盖，利用闲置校舍、捐赠民房等建设
老年驿站、日间照料中心。

今年 6 月份的数据显示， 淮阳区有 120
所养老服务机构、5026 张养老床位， 入住率
75%，3784 名老人在此安享晚年，新建 105 处
设施、2870 张床位，“136N +” 现代化养老服
务体系基本成型，展现出强劲发展动力。淮阳
区第一养老服务中心的 90 后工作人员成田
田表示，要把养老院变成老人的家，让老人吃
得舒心、住得安心、过得开心。

从“长者食堂”到“积分超市”，再到“智慧
养老平台”， 淮阳区养老服务供给持续优化，
尽力满足老人多层次、多元化、高品质需求。

作为记者， 我有责任和义务用温暖情怀
讲好周口故事，展现周口形象，让更多人了解
这里的养老新篇。 （记者 李艳华 整理）

周口日报社记者乔小纳：

赓续红色血脉传承信仰力量
2021 年， 我第一次到太康县龙曲镇郑寨

村寻找有关抗日英雄唐克威的故事。
唐克威，原名徐德乾，1943 年 1 月就任中

共水东地委书记兼水东独立团政委； 同年 2
月，他在与日军的交战中壮烈牺牲。 2014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公布了第一批抗日英

烈和英雄群体名录，唐克威名列其中。
采访中， 我听说唐克威的女儿曾来扫过

墓。唐克威的女儿在哪儿？这里面还有哪些不
为人知的故事？ 我所在的采访团队多次联系
知情人，经过 3 年多努力，终于得到一些珍贵
的线索。 今年 1 月 20 日，我和同事再次走进
郑寨村，继续挖掘英雄的故事。

唐克威的女儿名叫硝河。 唐克威到水东
工作的前一天， 特意和妻子一起到寄养女儿
的老乡家。 临别时，唐克威告诉妻女，等麦子

返青的时候就派人来接她们，可是这一去，唐
克威再也没有回来。

1943 年 2 月 1 日，日寇突袭。在郑寨村铁
底河北岸，面对凶残的敌人，年仅 30 岁的唐
克威壮烈殉国。 而他唯一的女儿，刚刚两岁。

上世纪 80 年代，党史部门的同志几经辗
转找到了唐克威的爱人和女儿， 同时还带来
了 “唐克威牺牲后安葬在太康县龙曲镇铁底
河畔”的消息。 1983 年 2 月 1 日，恰逢唐克威
牺牲 40 年纪念日，这一天硝河来到父亲的墓
前，长跪不起。

周口是一片红色热土，有很多像唐克威一
样为革命而牺牲的英雄。把他们的红色故事挖
掘好、讲述好，是记者的使命。 作为党媒记者，
我将不负历史重托， 用实际行动赓续红色血
脉，传承信仰力量！ （记者 苑美丽 整理）

周口广播电视台记者赵泠风：

记者中的“草帽姐”
赵泠风是周口广播电视台融媒运营中

心的一名记者。2022 年，在一次采访中，淮阳
区的一位种粮大户送给她一顶草帽。 如今，
这顶草帽成了她深入基层、贴近群众的最好
见证。

2022 年 6 月，夏粮喜获丰收 ，周口广播
电视台策划了 《在希望的田野上|周口：“中
原粮仓”麦收进行时》系列直播活动。 “直播
前我们把策划方案、流程、主持稿、采访人员
问题等案头工作准备得很充足，于是我们带
着丰收的喜悦 ，怀着激动的心情 ，扛起摄像
机就冲到了麦田里。 ”赵冷风说，团队中的年
轻人基本没有直接体验过农活，所以当到达
现场后 ，没有做任何遮阳防晒措施 ，他们望
着当空的烈日、广阔的麦田傻了眼。 当地的
种粮大户看到后，从基地里拿出一顶顶草帽
送给了现场的记者 ，并告诉他们 ，草帽是下
地干活的“标配”。

下地干活的“标配”是草帽，那记者的“标
配”是什么呢？ 赵泠风说，真真正正站在麦田
里， 感受着太阳的炙烤、 听着收割机的轰鸣
声、闻着小麦成熟的清香，那种情况下才能写
出沾满泥土、冒着热气的作品，才能讲出动人
心弦的好故事。

后来， 这顶草帽就伴随着她走遍了周口
大街小巷、城市和乡村。

2020 年，周口广播电视台打造了“五位一
体”的舆论监督平台《为民办实事》。这是一档
深受周口网友喜爱的全媒体监督类栏目。 在
这个栏目里每一件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都
关系着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于是，赵泠风又
戴着草帽出发了。

“农民丰收的喜悦，群众的幸福生活……
我们用自己的方式默默爱着这片土地， 讲述
着多彩的周口故事。 ”赵泠风说。

（记者 王凯 整理）

太康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安听：

乡村振兴路上的追光者
记者是时代的追光者， 而我所遇见的前何

村驻村第一书记韩宇南，无疑是一束耀眼的光。
2019年，为拍摄纪录片《税官老韩驻村记》，

我开始了解韩宇南和前何村。 这个 2015年他初
到时的深度贫困村，有 607户 2329人，贫困户就
有 174户 830人，“宁摸十里黑，不走何庄街”，路
差得外村姑娘都不愿嫁进来。韩宇南进村第一天
大雨刚过，村子泥泞不堪，小学生要靠大人背着
上学，他也是沿着墙根儿才走到了村里。

自 2015 年起，韩宇南始终与村民同甘共
苦。 农忙时他与村民一起抢收抢种，春节他与
村民一起包饺子、看春晚，他还为孤寡老人买
来防寒衣帽， 为残疾儿童送去轮椅。 驻村期
满，村民联名留他。 他坚守“前何不富，不回税
务”的承诺而留任。

2017 年，是前何村经济发展的转折点。韩
宇南自掏腰包 5 万多元， 购买 180 亩地的辣

椒种子发给村民， 当年辣椒丰收， 亩均增收
4000 多元。 他采用“公司 + 农户”的模式发展
订单农业，并成立太康前何惠民有限公司。 他
的妻子也来当扶贫志愿者，开展“巧媳妇”工
程，带领村民编藤椅、织渔网。2018 年，前何村
脱贫。

9 年里，韩宇南带领前何村实现了从贫穷
落后村到文明、平安、卫生、产业富民、美丽宜
居、党建示范村的蜕变。

韩宇南的故事深深打动了我。 采访中，我
问他是否后悔，他说虽然有诸多不便，但因为
热爱，所以坚持。

韩宇南的坚守让我更坚定了信念。 作为
一名记者，我要扎根基层，用镜头记录时代变
迁，用声音讲好故事，让更多像韩宇南这样的
人成为照亮时代的光。

（记者 李艳华 整理）

郸城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杨力帆：

讲述有“温度”的故事
赵义荣是我从事记者以来采访的众多人

物中一位普通的教育工作者。她用 35 年的坚
守告诉大家， 每一个人都可以让自己的灵魂
高贵，只要你有一颗坚强的心。

赵义荣与当兵的丈夫当年一见钟情。 不
幸的是，她的丈夫在部队得了脑瘤，眼睛也出
现了问题，生活无法自理，吃喝拉撒都要有人
照顾。 赵义荣丝毫没有退缩，35 年如一日精
心照料他。 说到苦处，赵义荣有些哽咽，她拉
着记者的手小声地说：“我也有实在扛不住的
时候，每到这时我就会趁孩子们不在家，把窗
户和门都关起来，蒙着被子大哭一场。 ”

有一次，在收拾房间的时候，她看到了儿
子写给她的一封信， 信中写道：“这个世界上
我最羡慕的是爸爸， 因为他娶了一个善良的

妻子；最敬佩的是妈妈，因为她外表很柔弱，
内心却很强大。 ”孩子的理解让赵义荣有了更
加坚定要好好生活的想法。

在面对生活困难的同时， 她还用自己的
亲身经历教育引导学生。 在和她一天的接触
中，我们还得知这些年来，她一直在帮助留守
儿童、困难学生。

这些年来，赵义荣已经资助了 50 余个留
守儿童家庭和 25 名困难学生。

记者这个职业最迷人的地方， 就是能够
和不同的人、不同的事不期而遇。又是一年记
者节，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继续把新闻采访
的职责扛在肩上，挖掘出更多有温度的故事。
未来我还将遇到什么样的人和事呢？我想，答
案一直在路上。 （记者 王永剑 整理）

西华县融媒体中心赵娜：

记录真情分享感动
提到“拐杖”这个词，大家会想到什么呢？

残疾、病痛？ 我曾经以为依靠拐杖的人生是灰
暗的，永远也看不到光，直到遇到了王雪珂，
我才真正明白拐杖支撑的人生依然可以闪闪

发光！
王雪珂出生于教师之家，2017 年，她通过

招教考试，如愿以偿成为一名乡村特岗教师。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就在那一年，一场疾病
使她的双腿失去了行走能力。

患病期间，因双腿一直无法行走，王雪珂
一度十分消沉。 班里的学生经常来家里看望
她。每次，一群孩子都会围着她说个不停。 “老
师你什么时候给我们上课呀？ ”“老师我们想
你啦！ ”听到孩子们的呼唤，王雪珂树立起了
战胜病魔的信心。

2022 年 9 月， 王雪珂终于能拄着拐杖重

新站在讲台上了。
尽管她行动不方便， 但她依然坚持上好

每一节课。 在课堂上她认真板书，监督学生学
习；下课后她认真批改作业，耐心地为学生答
疑解惑。 她以一种永不言弃、坚定执着的精神
感染着每一位学生。

由于长时间拄着拐杖站立讲课 ，每上
完一节课 ， 她的腰部和腿部都会酸痛肿
胀 ，每次回到办公室都要按摩很久才能有
所缓解 。 在这样的情况下 ，王雪珂也没有
落下一节课 ，她所教的班 ，考试成绩名列
前茅 。

事后，我和同事共同采写了一篇题为《乡
村教师王雪珂 身残志坚耕教坛》 的稿件，刊
发后被多家省级、市级媒体转载。

（记者 黄佳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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