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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数个平淡如水的日子里，我常常
为自己能成为党的新闻工作者而感到
自豪，常常为自己选择新闻记者这个神
圣的职业而感到骄傲，常常为自己能成
为一个传播党的声音、为群众利益鼓与
呼的传媒人感到无比的荣耀！

我，虽然只是一个平凡的新闻记
者，但是，一个人，只要为了梦想而奋
力前行，就会慢慢变得不平凡。正如
一首诗所写的那样：“那永恒的，终会
凋零，那逝去的，必化尘埃，唯有荣耀，
长存心田。”那些逝去的点点滴滴、那
些已经成为记忆的丝丝缕缕，常常会
在某个深夜悄然回归，再一次叩响我
细腻而敏感的心灵。是的，荣耀！是
记者生涯给了我生命的意义。是记者
的使命感让我人生无悔。

记得刚当上县广播电视局的采编
员，第一次单独到乡下采访时，一个群
众在采访结束后，执意要我留下电话
号码。当时我们只有座机，没有手
机。我说：“要电话干什么啊？”他说：

“啊，你们不是记者吗？以后我们要是
生产上有啥困难，哪些产品销售不出
去，我们就给你们打电话，你们写个东
西帮我们销售嘛。”那一刻，面对那张
被太阳晒得红黑的笑脸，一种作为记

者的光荣感和责任感油然而生！
是啊，多少年后，当我忆及自己

青春的时光，那些采访过的人物好像
视频的画面一样，一个个在我眼前闪
过。他们之中，有工人、农民、解放
军、学生、企业负责人、干部，还有常
年在外谋生的打工者。面对他们对
新闻工作者的无比信任，我常常感到
自豪，感到一种催人奋进的力量在推
动着我。为了这份信任，为了那些期
待的眼神，我常想，我们这些新闻工
作者，责任是多么重大，使命是多么
光荣啊！

记者的工作虽然普通，但是关系
着国计民生；记者的岗位虽然平凡，但
是关系着党和人民政府，以及媒体人
的形象。多少年来，为了实现和体现
新闻工作者的价值，我们奔波于企业
厂矿，我们往返于城市乡村，我们穿行
于戈壁大漠，我们伏案疾书、编辑制作
于深夜午后。当人民群众在忙碌一天
回家后打开电视、翻阅报纸杂志，看到
我们采写的新闻稿件、文学作品，编辑
制作的广播电视节目时；当接到一个
个观众打来的咨询电话时；当我们采
制撰写的新闻、节目和论文获得各类
大赛的奖励时；当我们作为被采访对

象谈及自己的工作经历时，我不由得
深深感叹：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
有心人，追梦不止的人才是最幸福的
人。记者，不但是党的声音的传播者，
更是人民群众的代言人！

从电视台，到广播电视台，再到
融媒体中心；从过去的传统媒体，到
现在的融合媒体；从采编员，到高级
编辑……三十多年的新闻工作生涯，
锻炼了我的意志，提升了我的境界，淬
炼了我的灵魂，更让我的人生不断攀
升充盈。从一篇一篇的新闻简讯，到
撰写大块头的通讯、评论和论文，从一
分半钟的电视短消息，到制作十几分
钟的电视专题片，再到新媒体、融媒体
作品，我们这些默默工作的媒体人，虽
然青春不再、霜染两鬓，但初心不改、
信念弥坚。

我学习、反思、自省，我浣洗、沉
淀、提升。在每一个忙碌的日子里，支
撑我的永远的是对新闻工作的热情和
心灵深处对新闻这个光荣职业的无限
膜拜。我坚信，在今后的岁月里，我还
会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去超越自我。

长存荣耀在心田。梦，在前方。
路，在脚下。让我们继续高擎火炬、勇
毅前行！

因为记者，所以记着。他们是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推
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他们脚沾泥土，俯下身，沉下心；他们深入一线，说实话，动真情。在
第24个中国记者节来临之际，在《昌吉日报》留下这些记录时代的人，留下他们的故事，特推出
两期副刊作品，以飨读者。

编者按

翻开历史画卷，一行行文字试图
诉说，新事物被新事物掩盖，成为旧
闻，可栩栩如生的人与物，摆脱书卷的
束缚，以客观去伪存真的姿态，浮于眼
前，如亲历过往，看见时代变迁。

学生时代，我最喜躲在被窝里，
手持台灯，阅览群书，也是在那时我
被一本书深深吸引。书的封面上，一
位留着短发的女士抱着膝盖，坐在人
群中，身边围绕着一群年迈的庄稼
人，而她的眼睛注视着给予她板凳的
孩童。

在好奇心驱动下，我翻开了这本
书，原来这是一位记者在采访途中的
故事，书中提到被“标题党”掩盖事实
的新闻，记者从新闻背后的视角，还原
了事实真相，向社会公布事件全貌，让
陷于舆论风波，带着无形“枷锁”的人，

重见光明。
“想要看见，就要从蒙昧中睁开眼

睛。”这是作者在书中写到的一句话，
犹如一粒种子，撒在了我人生的路
上。记者“梦”，像一根命运的线，选中
了我。

大学新闻采访的第一课，专业课
老师问了我们一个问题，在重大新闻
事件面前，什么是记者需要了解的第
一要素？我在脑海里反复想着新闻五
大要素（何时、何地、何事、何因、何
人），便脱口而出，显然这不是最准确
的答案，在同学们一番讨论后，老师将

“人”写在了黑板上，人是新闻的主体
与主人，以人为本，从每一位被采访者
的角度出发，把民生放在第一位。

这句话像一束光，当我忘记自己
为什么要出发时，照亮我前行的路，从

民生小事做起，用手中的笔记录时代
变迁。

大学毕业后，我带着一颗炽热的
心，从理论学堂来到田野乡村，黄土地
上，乡里乡亲的烦心事，村干部跑前跑
后操心的事，是我笔下汲取鲜活事物
的新闻素材。

村里一对80多岁的老党员夫妇，
他们用村民能理解的乡音，将党和政
府的政策，在放牧、种地的时候，宣传
给身边的村民，朴实无华，如平凡生活
中静静绽放的花。

学生时期洒在人生路上的种子，
不知不觉长出了芽，我如愿成为一名
新闻记者，那一瞬间，仿佛回到高二看
书的夜晚，涌上心头的暖流，使我无所
畏惧，按下录制键，我记录下那些正在
发生的真实画面和画面里的人。

我一直在思考何为记者？是
李大钊先生说的“铁肩担道义，妙
手著文章。”是报业巨子史量才说
的“新闻家，国医也。黄连苦口而
不能死人，一日不死，则国医之重
任，一日不容息其肩。”还是“竖三
民”报创办人于右任说的“我的耳
目，我的手足，还可以贡献于人
群，所以我还想做一个记者。”

怀揣着对前人尊崇，非新闻
专业的我，毅然选择了记者这个
行业。

初次采访就让我深受感动和
启发。采访对象是阜康市公安局
警犬所训导员高拥军和他训练的
三条警犬。高拥军十年如一日不
辞辛苦、不知疲倦，训练出了一批
又一批的警犬，最后都渐渐离他
而去。这是一个关于爱、关于陪
伴、关于忠诚、关于离别、关于成
长的故事。采访中最让我印象深
刻的是他训练的阜康市警犬所第
一代警犬“克敏”的故事，“克敏”
陪伴了高拥军的成长，也见证了
阜康市警犬所的发展，它从公安
部南昌警犬基地而来，弥补了阜
康市警犬所的空白。为了训练

“克敏”，高拥军下足了功夫，可训
练渐入佳境时，“克敏”却生了病，
离他而去，最后他把“克敏”埋在
了训练场的一角，为的是每天带
犬训练的时候都能看见它。每每
提起这件事，年近50岁的高拥军
都会哽咽，他说他喜欢狗，能训练
警犬是他一生都值得骄傲的事
情。

这一次，我似乎理解了记者
的含义，生活中没有那么多跌宕
起伏的事，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生
活里的主角，而我们是让他们能
够被别人看到。有人转身离去，
也有人迎面走来。总有人正年
轻，总有人正澎湃。把笔触、镜头
对准小人物、平凡事，越是真，越
能打动人。那一张张淳朴的脸上
真挚的笑与泪，被一颗悲悯之心、
一双怜惜的手，从平淡的生活中
采撷，他们不再是一个采访对象，
一条新闻线索，而是一个活生生
的人的喜怒哀乐，一段鲜活人生
的起承转合，一座城市的风花雪
月。做时代的一粒粒光，或许微
小，但足够明亮，看得清脚下，也
照得见远方。

记录者
王筱庆长存荣耀在心田

——写在第24个中国记者节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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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新闻中的人
马文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