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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听大人讲
记者是无冕之王
他们铁肩担道义 妙手著
文章
他们关注天下新闻
也被万众睹目敬仰
电视里，你慷慨激昂
嘹亮的声音
在千家万户回荡
简洁的言辞 犀利的目光
穿透假、恶、丑的皮囊
织就真、善、美的华裳
在社会大舞台上
你金戈铁马
如将军驰骋沙场
神秘且壮美
是我为你写就的华章

长大后，我怀着十二分的
向往
走到你的身旁
看你如不停旋转的陀螺
为采播新闻辗转于重叠的
职场

匆忙的脚步
不是在采访
就是奔波在采访的路上
疲倦的身影常常陪伴漫天
星光
累吗 很多人用辛苦诠释
这份职业
你微笑着摇头
执著地热爱着自己的梦想

记者啊
一支劲笔
如手握正义之枪
一组镜头
浓缩人间万象
你是一道独特的风景
思维闪烁着智慧之光
策划拍摄采访
挖掘一篇篇有价值的新闻
编缉配音制作
传播一曲曲动人的华章
笔尖记录时代
镜头见证发展
荧屏呈现和谐

把华夏腾飞写进历史的诗行

当全民创业的号角吹响
是你记录下一个个激情创
业者的梦想
从品牌农业到科技进步再
到新城建设
你驻足生机盎然的田园
走进井然有序的机关
触摸大交通建设的脉搏铿
锵
一个特色魅力城市正在你
的守望下成长
一张张城市名片经你的双
手传递四面八方
请记住记者的激情飞扬
请记住记者的真情释放
请记住有一种声音永远响
亮
请记住有一种职业充满阳
光
昂扬的斗志 不变的航向
记者，我在心中永远为你
歌唱

从走出校门、走向工作岗位到成为专
职记者，我用了整整25年的时间。

我曾经被《白城日报》里的一篇散文
所打动，当时认认真真地把这篇文章抄录
下来，保存至今。20多年过去了，如今，
这篇散文的作者于双美成了我的同事。

也许，若干年前，冥冥之中就注定了
我与《白城日报》、与这里的人有着一段不
解之缘……如今，我也成为新闻人。因为
感同身受，所以感慨万千；因为“一直在路
上”，所以不肯放弃奔跑……

在路上，为了生命的远行
记者被称为“无冕之王”，可外行人

永远无法真正理解这顶桂冠所承载的内
涵……所以，女记者个个如女汉子，男
记者个个是“拼命三郎”。

记得2010年的一个冬天，
晚上8点多，屋外大雪纷飞，兰
贺贺突然给我打电话，说她采
访刚回来，还没吃饭。我立刻
邀她来我家。她停顿了一下
说：“李姐，我就想吃鸡蛋炒柿
子。”我马上说，家里这两样东
西都有，你来我做给你吃。

兰贺贺是黑龙江人，大学
毕业后进入白城日报社从事
记者工作，一直住单身。她说饭店也有这
道菜，可是没家里做的好吃。

我把她迎进屋子后，看她用衣袖擦
拭着头上的雪，看她冻得缩手缩脚地捧
着热水杯，看她一个人把我炒的一盘鸡
蛋炒柿子全吃了……我的心情五味杂
陈。是的，在我的心里，她还是一个孩
子，可是这个女孩儿为了跑一个新闻能
不管天黑路滑、不顾风霜雨雪，每当在
报纸上看到她的新闻报道，我知道这是
她的又一次辛苦付出。如今，兰贺贺已
嫁到了省城，有了更好的生活，除了在
白城日报社的历练，也和她的勤奋与敬
业不无关系。

难道，这就是真实的记者生活吗？只
有在我成为一名专职记者后，才真正理解
了白岩松为什么说：“痛并快乐着。”

我第一次单独对市政府的一个活动
进行采访。那次采访，我真正实实在在地
体会到了什么叫“如履薄冰”、什么叫“任
重道远”。采访回来后，我对同事感慨地

说：“没有这次经历，我永远无法理解时政
记者的艰辛。”

那是连续两天的跟踪报道，我的包里
装着笔记本电脑及简单的个人用品。拎
着重达10多斤的电脑包，我跟着活动组
走了3个县（市、区），晚上回到宾馆
时，脚上磨出的水泡已鲜血淋淋，钻心
地疼。

当晚，我就开始整理新闻稿，在听
录音时，遇到听不清的地方，我反复地
听，真恨不得把耳机塞到耳朵里，直到
凌晨3点多才完成工作躺下休息。第二
天，采访继续。

这是我的第一次时政新闻采访，却
是老时政新闻记者的无数次。这一次，
我真正理解了记者张赫磨白的运动鞋，

真正理解了记者翟向东疲惫的目光，真
正理解了常年笼罩在刘彤主任身上的烟
味，那是为了这份职业不能言说的付出。

只要你在这条路上，记者就是永远不
能停止奔跑的人……

在路上，为了心灵的呼声
“重要活动或会议，必须在当天完成

报道工作，确保第一时间见报、见网。”这
是新闻界不成文的“规定”。

记者有多繁忙，编辑就有多辛苦。记
者写完新闻稿传回报社时，也是编辑们守
在电脑前忙碌编稿的时候。报社并没有
严格意义上的截稿时间，只要有新闻，记
者和编辑就会同时坚守在采编一线。

多少年了，无数个夜晚从报社楼下经
过，从来没有抬头去看一看报社大楼的灯
光是明是暗。自从我成为记者以后，每当
走到单位楼下，我都习惯性地看一眼，如
果亮着灯，我知道，我的同事们正在编辑
着下一期报纸。

清晨，带着墨香的报纸送达读者手中

时，有几个人能想到这是多少编辑连夜赶
排的啊！

新闻战线上，谁都不是一个人在战
斗。

作为记者，除了一份新闻情怀，业务
素养也至关重要。

如果记者的稿件准确些、再准确些，
那么会让繁重的编辑工作减轻许多麻
烦。我就曾接到李红岩主任在夜里近10
点打来的电话，她在我的稿中发现了一处

“疑点”。这个电话虽然只有十几秒，却令
我半宿没睡着觉。长年从事文字工作的
我也能出现笔误，这个低级错误换来的却
是从编辑到值班主编，再到值班社领导一
审再审，加大了工作量，同时也为报纸增
添了一次新闻失误的风险。

这就是新闻工作的现实，现实得残
酷，也正是在一次次围追堵截中，才有了
无懈可击的这一份报纸。

《白城日报》是党报，作为官方传媒肩
负着无比重大的责任。党报和社会媒体
的区别在于，政策性要强，站位要高，最关
键是千万不能出现新闻失误。

因为党报的特殊性，新闻人的谨慎与
务实就成为一种操守，唯有极大的敬畏，
才有全力的相守与担当。

专刊部的刘莉主任是我的老师，从我
不会写专访到能写报告文学，一路走来，
与她的点拨和指导密不可分。在我刚到
报社报到时，她除了叮嘱我新闻工作要做
到“认真、认真，还是认真”外，她还告诉了
我这样一句话，这句话也是当年她刚参加
工作时，老总编留给她的话：“战战兢兢办
报、实实在在为文。”我当时并没有对这句
话有太深刻的领悟，只是端端正正地记在
了采访本上。再想起刘莉主任强调的这
12个字。才发现作为一名新闻人，不但

永远在路上，而且要永远学习在路上。因
为，一切的错误缘于你的不够强大。

在路上，为了温暖我的人
因为在机关工作过的原因，在写专

访稿时，难免出现“高大上全”，仿佛不
唱唱高调就反映不出主旋律，揭示不出
精神内涵。后来，贾涤非主任建议我多
看一看当前主流媒体上的专访文章，调
整一下自己的写作思路。他说最朴实的
语言才能直击心灵，接地气的才是为读
者所爱读的好文章。

从我多年从事的文学转向新闻，我
摸索着，也做好了碰壁的思想准备。但
是生活没有时间让你无病呻吟，现实没
给我华丽转身的机会。接踵而至的采访
任务，面对记者工作的巨大压力，我知

道我毫无退路。
至此，我深刻地意识到，

我应该如何扬长避短、如何
从头开始、如何脚踏实地。
我知道，前面的路还很长，想
成为一名真正合格的新闻
人，以新闻工作的担当意识
坚守，记者这个职业，值得我
们毕生追随。

遇到报社的老同志，谈
起新闻工作，总有一些人会说：“你们报社
的张庆杰、李文斗等这些老同志对稿件精
益求精那到什么程度！这，就是你学习的
榜样。”

将“记者节”定在收获的金秋，寓意深
刻，秋收冬藏，饱含希望。

后记
每当我在微信上看到有同事在午夜

或凌晨发出的一条微信：“加班到现在，早
安，白城！”我都会在心底泛起一份感慨、
一份感动。

一份报纸的背后，有无数新闻人默默
耕耘的汗水，不要问新闻人辛苦不辛苦，
那是义无反顾的选择。

新闻人关注社会、感受世界、用心记
录，传递着与时代同步的讯息，每个新闻
人力量都是渺小的，但是新闻人在路上发
出的共同声音却是巨大的。

在路上，为了生命的远行，为了心灵
的呼声，为了温暖我的人，一路前行，如果
还不晚，我的回答是：我愿意！

如果还不晚，我愿意……
———写在第十六个中国记者节—写在第十六个中国记者节

□李彤君□李彤君

墨海翻浪，纸上惊雷，道尽世
态风云。倾洒激扬文字，更述黎

音。只为风清弊绝，朔风里，纵横
驰奔。残月夜，笔耕迎晨露，独吐
芳芬。

休道清贫寂寞，自有那、傲骨
冷对乾坤。独赏碧血映月、韬奋
胸襟。华章更似疾风，越千山，劲
扫埃尘。君须看，我中华故国，万
里呈春。

记者，我为你歌唱记者，我为你歌唱
□佚 明

秋日秋日
郊外小路旁郊外小路旁
层林染金黄层林染金黄
人道风光好人道风光好
我独恋秋阳我独恋秋阳

成治国成治国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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