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特刊
2017年11月8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郭玉
版式策划：梁震 制图：王涛

□通辽广播电视台记者 李木子

10月18号，十九大召开当天下午我接到一个电话，
一位老人激动地说：“丫头，我要为习总书记的报告点
赞！”这是任老的声音。他说习总书记的报告中多次提到

“以人民为中心”，并指出“全党同志一定要永远与人民同
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
为奋斗目标。”这让93岁的老人家特别振奋。

任老，70年党龄的老党员，通辽市还健在的26位
抗战老兵中的一员。

记起在对任明德老人的采访中，老人向我回忆着他
入党时候的情景，那是1947年，是自治区成立的日子，
23岁血气方刚的任明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77年10

月，老兵任明德回到了阔别30年的家乡。不同的是，当
年走时还是一个英姿勃发的青年战士，现在回来的，却是
一个身患骨癌的伤残老兵。他不顾部队领导劝阻，执意
带着妻儿回到老家通辽。这一年，任明德53岁。

就在不久后的一天，他来到离家不远的公厕，上台
阶时重重跌了一跤。家人闻讯赶来才将他扶起。谁也
没有想到，这一跤却摔得任明德思路大开，他在老伴的
搀扶下，一步一挪回到家，找出一把冰镐，激动得像位
伤愈的战士，雄赳赳气昂昂地“奔赴战场”。老伴儿不
放心，搀扶着和他同上“前线”。

令人不可思议的奇迹发生了，经过一冬天的战斗，3
座公厕变干净了，任明德的病也痊愈了。从此，在义务清
扫公厕、街道，清运垃圾的新战场上，老兵任明德坚守阵
地40年……

戎马倥偬30年，任明德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
战争，立过2次大功、3次三等功。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
前接见了他。战斗英雄任明德现在还住在平房里。几年
前，政府分给老人一套3居室的新楼房，却被老人谢绝
了。这些年来，任明德资助贫困学生、帮助社区困难家庭
申请低保、给没有职业的青年找工作……

老人问我，看你们通辽新闻的精准扶贫报道，你
们真的去了基层的贫苦户家里吗？现在年轻人浮躁
了，可是记者不能啊，你们是党和人民的桥梁是纽
带，你要把党的声音传递到他们身边去。当时望着
老人真诚期盼的目光，我告诉他，虽然是一个新兵，
但我们也会牢记嘱托，做一个政治坚定、引领时代、
业务精湛、作风优良的新闻工作者，我们也要像他一
样，做一个新闻战线上的兵！

我也要做新闻战线的一个兵我也要做新闻战线的一个兵

□内蒙古日报社记者 杨帆

在第二十五届内蒙古新闻奖榜单上，内蒙古日
报于去年底推出的《“五大任务”之内蒙古年终盘点
篇》文字系列获得一等奖。作为系列报道首篇稿件
作者，我感到无上荣光。

从新闻背景看，2016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也是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元年。这一年，处于新常态下的中国
经济进入结构调整和动力转换的攻坚阶段，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势在必行。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我们
推出了《“五大任务”之内蒙古年终盘点篇》。5篇稿

件精心打造，力求以中国正北方正在进行的“三去一
降一补”生动实践，浓缩并客观反映中国大地上充满
希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整个系列报道，始终高
扬转型升级的时代主旋律，始终洋溢着打造祖国北
疆亮丽风景线的强大正能量。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
要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历史
方位，深入领会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基本方略，以党的十九大精神指导新闻实践，以
健康向上的舆论成风化人、凝心聚力。面对新的形
势任务，我一天比一天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新闻工作

者只有讴歌时代主旋律、传播社会正能量，才能无愧
于“人民记者”“党报记者”的光荣称号。无愧于光荣
称号，就要紧扣新时代脉搏，忠实记录时代变迁，继
续讲好内蒙古故事，努力采写出有思想、有温度和经
得起时间检验、经得起时代与历史考验、拥有旺盛生
命力的优秀新闻作品。

“选择了记者职业，就要炼就‘火眼金睛’；选择了
记者职业，就选择了使命与艰辛；选择了记者职业，就
注定了勇往直前……为典型立传，为生民立命，为改革
传声，为转型呐喊，为发展点赞，为真相正名。肩扛道
义，笔起风雷，激扬文字。”——我以为，这就是新闻记
者无可推卸的神圣使命！

讴歌时代主旋律讴歌时代主旋律 传播社会正能量传播社会正能量

11月 8日，是我国第十八个记者节。记者
节前夕，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与自治区新闻工作
者协会组织开展了第二十五届内蒙古新闻奖、
第二届内蒙古德业双优新闻工作者评选活动。

本版刊发部分获奖新闻工作者的感言，以
激励全区广大新闻工作者牢记职责使命，紧紧
围绕党和国家及自治区工作大局，紧紧围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这一历史方位，
用党的十九大精神指导新闻宣传报道工作，发
挥新闻舆论凝心聚力、鼓舞士气的作用，大力唱
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浓墨重彩地宣传报道全
区各族人民守望相助、团结奋斗、一往无前、打
造祖国北疆亮丽风景线的生动实践，在建设亮
丽内蒙古，共圆伟大中国梦新征程中，写出更多
无愧于这个伟大时代的精品佳作。

全区新闻战线的同志们：
在第十八个中国记

者节到来之际，内蒙古
自治区新闻工作者协会
向全区广大新闻工作者
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
的问候！

一年来，全区各级
各类新闻媒体和广大新
闻工作者紧紧围绕自治
区党委、政府中心工作，
勠力同心，奋发有为，为
建设亮丽内蒙古、共圆
伟大中国梦做出了积极
贡献。在全区上下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的重要时刻，新闻战
线要继续发挥凝心聚
力、鼓舞士气的作用，大
力唱响主旋律，弘扬正
能量，凝聚精气神，努力
为各地各部门学习贯彻
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营
造浓厚热烈的舆论氛
围。为此，内蒙古自治
区新闻工作者协会向全
区新闻工作者提出以下
倡议：

一、增强大局意识，
做新时代的传播者。坚
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
宣传为主，牢牢把握正
确舆论导向，围绕全区
改革发展大局，把更多
的版面、时段、话筒和镜
头，聚焦到全区上下深
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的具体行动上，聚
焦到内蒙古创新发展、
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
放发展、共享发展的奋
进历程上，聚焦到全区
各族人民决胜全面建成
小 康 社 会 的 生 动 实 践
上，讲好内蒙古故事、传
播好内蒙古声音、提升
内蒙古形象，凝聚思想

共识、提振干群士气，营造发展氛
围。

二、增强群众意识，做“走转改”
活动的践行者。认真践行党的群众
路线，深化“走转改”，牢记“为了谁、
依靠谁、我是谁”，深入开展“新时
代 新气象 新作为——建设亮丽内
蒙古 共圆伟大中国梦”大型主题采
访活动，深入到各地企业、农村牧
区、机关、校园、社区、军营蹲点调研
和采访报道，与基层干部群众一起
学习党的十九大报告，谈体会、谋发
展、看未来，生动记录党的十九大精
神在基层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生
动实践。

三、增强创新意识，做媒体融合
发展的推动者。在媒体融合发展和
传媒转型发展的新常态下，增强忧
患意识、创新意识，积极主动学习、
运用互联网技术，强化互联网思维，
引领新媒体发展潮流，进一步提升
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
信力。要科学把握、自觉遵循新闻
传播规律，大力创新话语表达体系，
采取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俯
下身、沉下心、察实情、说实话、动真
情，努力推出有思想、有温度、有品
质的新闻作品。

四、增强自律意识，做良好职业
形象的守护者。坚持马克思主义新
闻观和新闻真实性原则，自觉遵守
国家法律法规，恪守新闻职业精神
职业道德，坚决反对滥用新闻采访
权，搞有偿新闻、新闻敲诈、虚假报
道等违反新闻职业道德的行为，自
觉维护新闻工作者的良好形象，真
正做一名政治坚定、引领时代、业务
精湛、作风优良的新闻工作者。

内蒙古自治区新闻工作者协会
2017年1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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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职责使命 做党和人民信赖的新闻工作者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新闻再观察》栏目制片人、
主持人 杨晓燕

用思想、态度和观点，去影响更有影响力的人，
这是电视新闻深度评论节目《新闻再观察》的初心。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3个普通人的故事，在他们身
上发生的变化，正在影响着未来。

舆论监督，影响法治进程。巴彦淖尔市农民王
力军因农闲时无证收购玉米，被临河区法院以“非法
经营罪”判了一年。这个案件，看似是个体事件，但
关系到全国上百万个和王力军一样的收粮商贩的命
运。我们用半年时间展开深度调查。今年 2月 17
日，最高人民法院指令王力军案再审，认为王力军没
有破坏粮食流通的主渠道，而且在农民和粮库之间
起到纽带的作用，最终改判王力军无罪。努力让人

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这是
实现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在这条道路上，新闻舆
论监督责无旁贷。我们推出的电视评论——《收粮
商贩王力军的尴尬》荣获第二十七届中国新闻奖二
等奖；荣获第二十五届内蒙古新闻奖一等奖。

媒体担当，影响产业发展。阿拉善左旗牧民宝
花，给我讲了一件事。同样是养阿拉善白绒山羊，宝
花家的羊绒一斤卖到了500多块钱，成为世界顶级
品牌的抢手货，而不少邻居家的羊绒70多块钱都没
人收。同样是来自羊绒主产区，为何会有如此大的
差距？经过深入调查后发现，为了提高产绒量，无序
杂交，导致羊绒品质下降，自然也卖不上价。30多年
时间，内蒙古的羊绒产业发展从曾经的辉煌到今天
的不温不火，到底经历了什么？出路又在哪里？

2016年夏天，我们聚焦内蒙古羊绒全产业链调
查，全景式展现内蒙古羊绒全产业链发展中遇到的

问题，并给出解决路径。节目播出后，中国纺织工业
联合会、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自治区农牧业厅
等部门，专门举办研讨会，寻求内蒙古羊绒产业振兴
之计。我们的这期节目获得第二十五届内蒙古新闻
奖一等奖。

讲好中国故事，影响世界。半个月前，我在北京
遇见了党代表李凤娥。在参加党的十九大会议期
间，很多媒体追着她看手机里她的学生写的诗词。
近30年时间，李老师坚持做一件事，上课一定要给学
生先读一段优美的古诗词。传统文化的种子，就这
样种在了孩子们的心里。李老师说，孩子们的未来，
有更多的可能性，影响他们，正是对新时代最好的回
应。我们把这句话，带给了观众，愿中国传统文化的
基因深入到每个人的血脉中，这是复兴传统文化的
一个民意基础，也是中华民族最大公约数的现实表
现。

不忘初心不忘初心 影响更有影响力的人影响更有影响力的人

□包钢新闻中心副总编辑 耿静波

我是来自包钢的一名新闻工作者。
2016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开启，国家计划

在5年内压缩粗钢1亿吨至1.5亿吨，内蒙古钢铁产
业计划去产能300万吨。作为内蒙古区属最大经济
实体，包钢责无旁贷。

高炉，是钢铁企业的象征，也是去产能的主体。
包钢2号高炉于1960年投产，是全国去产能拆除的
最大一座高炉，将为我区去除钢铁产能130多万吨。

我们密切跟踪高炉拆除进度，记录下了包钢转
型升级曲折之路，记录下了包钢向更先进、更环保涅

槃重生的跨越。
我们的报道，不仅获得中国产经新闻奖图片类

二等奖，同时也将内蒙古大力推进去产能的决心信
心和实践成果，推向了全国。

2016年，包钢遭遇史上最为严峻的发展危机。
我们精心策划“降本增效纵深行”系列报道，宣传公
司降本增效激励政策，了解降本增效典型经验，在职
工当中挖掘生动故事……1至9月，包钢实现降本增
效 49.23 亿元，一举扭转了连续 3年亏损的被动局
面。包钢新闻工作者记录下了干部职工贯彻“包钢
不能倒，包钢要搞好”的深入实践。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实现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

我们策划报道《包钢高速钢轨四成贡献力助跑
“辉煌中国”》，告诉读者：在全国已经建成的2.2万公
里高速铁路上，有41.34%的钢轨产自内蒙古的包钢。

近年来，我们将包钢创新成果作为自治区产业
升级的支点持续关注，从往年多次获奖的《包钢稀土
磁性材料指引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遨游太空》的跟踪
报道，到2016年获得全国冶金记协、全国企业报协
会两项一等奖的《包钢钢轨：在美利坚写下“中国制
造”》，再到今年荣获内蒙古新闻奖一等奖的《包钢镍
氢电池畅销美利坚》等等。

身为一名企业新闻工作者，只有心向党和祖国，脚
踩内蒙古的宽厚大地，置身包钢一方淬炼意志的热土，
笔下才能流淌出充满正能量的新时代赞歌。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获得钢铁力量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获得钢铁力量

□阿拉善日报社记者部主任 赵晓丹

2000年大学毕业后，我怀揣着激情与梦想，应聘
到阿拉善日报社，17年间，我奔走在阿拉善这片广袤
的大地上，用手中的笔和相机，记录着时代的变迁，
见证着社会的发展。

好新闻是用脚板走出来的。每每走进田间地
头、厂矿车间，走进老百姓的生活中，一种使命感和
责任感油然而生，这是一名新闻工作者的价值所在，
也是我为之追求的目标。

了解煤矿安全生产状况，我随煤矿工人一同下到

井下200米；凌晨两点，跟随采蘑菇大军来到贺兰山深
处，暗访捡拾蘑菇过程中产生的破坏生态和火灾隐患，
推动相关部门出台“禁采令”；参与策划了“天南地北阿
拉善人”系列报道，通过对鲁健、德德玛等人的采访，向
外界展现了阿拉善人勤劳善良、顽强拼搏的优秀品质。

一路走来，我一直在思考：新闻工作者要如何讲
好中国故事？

2014年1月25日，春节前一周，我和同事赴额济纳
旗采访苏和老人。寒冬里的额济纳黑城子，呼啸的北风
打在脸上生疼，一间四处走风的破土房，几件简陋的家
具，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这位曾经的正厅级干部坚
守了12年。

2003年，苏和不顾年事已高，来到了风沙侵袭的
黑城。期间的艰难困苦，超出了许多人的想象。和
他一起来种树的民工被困难吓退了；到这里来绿化
的日本人也打了退堂鼓……但苏和和老伴留了下
来，用顽强的身躯，撑起了一片绿荫。

从他的身上，我明白了什么叫“艰难困苦，玉
汝于成”！开始重新思索“责任”“使命”和“担
当”！我要以苏和老人为榜样和镜子，尽心尽责讲
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

在第18个记者节来临之际，我有幸被评选为全区德
业双优新闻工作者，这是鼓舞，更是鞭策。我一定会不忘
初心，继续前行，做一名党和人民信赖的新闻工作者。

尽心尽责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尽心尽责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

——自治区部分获奖新闻工作者发言摘登

第二十五届内蒙古新闻奖获得者代表。 牟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