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践行“四力” 让每个故事都有灵魂
◎内蒙古日报社记者 赵丹

有人说，“四力”对记者的要求听上去是最低标准，而践行起来却是最高要求。这句话，耐人寻味。对于
每一个新闻从业者而言，脚力、眼力、脑力、笔力是必备功夫，而要写出有温度的故事，写出反映人民与时代呼
声的文章，多强的脚力、多宽的眼力、多强大的大脑和多深厚的笔力，永远是个变量。

多年的从业经验让我对文字越来越保有一种敬畏之心，“四力”是记者安身立命的“法宝”，只有把其内化
为自身自觉的本领能力和职业素养，进而运用到每一次采访之中，深入实际、深入思考，才能写出有温度的新
闻，才能让笔下的每个故事都有灵魂。

不负使命 不负青春
◎内蒙古日报社记者 包萨茹拉

从一名校园广播站记者到北广传媒企业的媒体策划人，再到成为内蒙古日报社一名真正的党报记者，我
在实现新闻梦想的道路上苦苦追寻了12年。这12年，说感慨万千，酸甜苦辣，说不忘初心，且行且珍惜，都抵
不过四个字——“因为喜欢”。

十多年前，我在第一次过记者节时，收到前辈赠送的写有“记者节快乐”字样的笔记本。到现在捧到“中国
新闻奖”和“内蒙古新闻奖”的奖状。这一切恍如隔世，又真实得可以触摸。作为追梦人，我深知这份荣誉是对
曾经过往的一种嘉奖和鼓励；而作为一名记者，我清醒地认识到这更是一种鞭策与激励：我们必须努力拼搏、
一往无前，在融媒体时代到来的当下，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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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这样才能才不负使命，不负青春，不负梦想。

不忘初心再出发
◎内蒙古日报社记者 薛来

2018年，我有幸成为第二十八届中国新闻奖三等奖、第二十六届内蒙古新闻奖一等奖的获得者。经历
是一笔财富。5年前，我从一名史学研究者转行为记者，中间有太多不舍与无奈，其间滋味，如人饮水，冷暖
自知。而在撰写稿件时才发现，当年严谨的治学态度恰恰是做好新闻工作的基础。

除此之外，要不断掌握新知识、熟悉新领域、开拓新视野，增强本领能力，加强调查研究，不断增强脚力、
眼力、脑力、笔力，深入基层、融入民众，方能造就有力量的笔尖。

因为挚爱，所以执着；因为责任，所以无悔；因为艰辛，所以厚重……获此双份殊荣，笔耕不辍便是今后该走之路。

采访对象让我成为现在的我
◎通辽市广播电视台记者 李木子

2015年，我第一次来到位于通辽市库伦旗扣河子镇的刘海
家。刘海因公触碰到高压电线而失去双臂，妻子李美文是广西
人，13岁因误踩了埋在中越边境的地雷被炸掉了双腿。后来通
过我们的报道，一位爱心人士找到我们，答应每年拿出5000块
钱资助刘海的女儿上学，可却被刘海拒绝了。

他说：“我希望把这些钱留给更需要的人，我们现在还能养活
自己。”前不久我去库伦旗采访的空档，又去看望他们一家人时，发
现李美文病倒了，可是又心疼钱，不舍得去医院。斟酌再三，我联
系了库伦旗蒙医院，医院启动了科室的帮扶项目。刘海背着妻子
走进了医院，并执意用仅有的300块钱交了住院押金。分别时，我
忍不住将钱包里的钱塞给他，他仍然拒绝我的好意。他说希望通
过自己的能力赚钱，虽然身体残疾，但也要活出价值。

他们的自强自立让我感动。作为一名记者，和成千上万的
采访对象打交道，这也让我们不断成长，是采访对象让我成为现
在的我。感谢生活让我成为记者，我会一如既往地在这条路上
听着，记着，做着。

采访给我力量
◎内蒙古日报社记者 施佳丽

采访库布其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与沙漠亲密接触，这是一
种完全不同于面对文字、图片或者影像资料的直击内心和灵魂的触
动。只有置身其中，你才能感受到八百里沙海连绵起伏的震撼，才
能惊觉绿色的来之不易，才能明白库布其人为何把绿色当作信仰。

“哪家哪户的屋门没被沙丘堵过？我一开始种树就是为了活
下去！”采访库布其沙漠的每一个植绿人，他们几乎都是这样回答
的。而今，牧民张向前蹲在地上抓着一把沙子说：“我们现在可喜
欢这个沙子了，这就是钱。”达拉特旗水保局局长则用从1盆沙到1
杯沙的对比来阐述30年前后库布其沙漠流入黄河的泥沙量。不
仅这些朴实无华的话语感人，眼前的场景更是令人惊艳：沃野千
里、阡陌纵横、鸟语花香、村舍隐现，从穷荒绝漠的“死亡之海”到苍
翠满目的生命绿洲，库布其沙漠的巨变的确举世瞩目。作为一名
记者，这次采访让我真切地感受到精神的力量。

记者是时代的见证者
◎呼伦贝尔市广播电视台记者 刘波

2018年6月末一个雨后初晴的早晨，畅吸着森林中的清新
空气，我随呼伦贝尔市委宣传部组织的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见
证采访团，来到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根河乌力库玛林场517工
队。

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纪念地，2015年3月31日，内蒙
古大兴安岭林区长达 63年的天然林采伐历史在这里宣告结
束。我们看到停伐纪念牌和被伐倒的最后一棵落叶松静默着，
无声地向我们讲诉着那段历史。乌力库玛林场工会主席、517
工队长董永胜向我们介绍了这里正在发展的红红火火的旅游
业。

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曾是国家重要的木材生产基地，曾为
国家提供了2亿多立方米木材。为了大兴安岭生态安全，1998
年，国家实施“天保工程”，木材采伐量逐渐减少，直至停止天然
林采伐，彻底转型为以育林护林为主。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在历史的洪流中
经历了资源型经济的鼎盛、可采伐资源枯竭、再到绿色发展的成
功转型。

而与俄罗斯毗邻的曾经默默无闻的边陲小城满洲里市，更
是因改革开放而崛起。改革开放四十年，满洲里国际铁路口岸
进出口货物从最初的人工装卸发展到现代化机械装卸，货运铁
路从最初的5道到现在并行排列的20道，货物进出口量由1978
年的30万吨跃升到2017年的3000万吨。如今走在街道上，随
处可以看到金发碧眼的俄罗斯人，各种欧式建筑林立，充满异域
风情。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满洲里口岸进一步拓展开放
领域，截至2018年4月，从满洲里出境的中欧班列线路达到31
条，进境线路达到15条，连接了俄罗斯、波兰、德国等11个国家
和全国19个省市区29个城市。

而我，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见证并记录着这一切。

我们是
新闻工作者
——写在第十九个
中国记者节

□李霞

我看到了，我听到了，我在现
场；我写了，我说了，我希望你们
能感受得到。

你哭了，你笑了，我希望我有
机会知道；你想问，你想说，我希
望我可以有幸分担。

我记录，我追问，我希望给你
更多真实；我诚惶，我诚恐，我只
能无限接近目标。

我观察，我思考，从不敢懈
怠；从传达，到到达，我企望做得
更好；从日出，到日落，忙碌中感
受这份职业的幸福。

回首自己 12年前写的这首
小诗，很庆幸，在成为一名记者的
第20个年头，我心依旧。

也很感恩，自己遇到了内蒙
古日报从一张报纸变成一个有几
十个传播平台的融媒体的美好时
代，有幸参与了点击量百万千
万+融媒体产品的创作，也在纸
媒夜班中感受着报网融合的深刻
变革，因此体会到新闻人从日落
到日出的另一种艰辛，以及伴随
而来的另一种幸福。

机遇与挑战并存，在这个海
量信息涌动的时代，在移动优先
成为常态的时代，在新闻可以瞬
间抵达百万千万+用户的伟大时
代，新闻人如何为用户提供更有
价值的新闻，持续增加新闻的有
效供给，这是时代之问。

新闻的形态、话语方式、传播
手段和渠道都在变，新闻更加分
秒必争；新闻产品移动化、视觉
化、互动化，对思想性的要求越来
越高，对新闻人的要求越来越高。

在巨变的时代，也有一些东
西依然没有变。

不管是风里、水里，还是火
里，新闻永远在现场，无数的新闻
人，不变的“逆行”在即使危险也
一定要抵达新闻现场的路上；不
管是报道人们的泪水还是欢笑，
新闻人永远在忠实记录着；不管
是白天还是黑夜，只要新闻正在
发生，记者就要出发，到现场，是
唯一的信念。

新闻的本质和新闻人对事实
的追求、对新闻工作的热爱一直
都没有变。

融媒体时代，新闻的生产和
发布昼夜不停，新闻人不仅要在
现场，还要在线上，所有的努力，
只为了新闻更好的抵达用户。

一位曾经“走后门”坐上直升
机进入扑火现场的新闻同行说，

“从火场上下来的那天，有人问我
们，这样不顾一切，拿命做节目值
不值。说实话，我没有想过值不
值得。多年的职业经历，我已经
把它当成了很自然的事。”

这是很多记者都会心有戚戚
的一种体会，无论是重大历史性
时刻的现场，还是灾难事故突发
的现场，想尽办法最大限度接近
和记录现场，这是记者的本能。

到现场，记录时代的芳华；到
现场，展现真实的力量；到现场，
服务民众与国家；到现场，为推动
社会更加美好而努力！这是我们
的责任，更是我们的荣光，因为我
们的名字叫记者！

理想从未改变 事业永远年轻
◎鄂尔多斯日报社记者 郭紫欣

从一线记者到报纸夜班编辑，从传统纸媒到新媒体，时代在变，工作岗位在变，而我的新闻理想从未改变。
在我身边，还有很多经年累月奋斗在新闻一线的同事。我们处于充满变革的伟大新时代，火热的改革发

展实践给我们提供了多彩而壮阔的舞台，也给了我们激情飞扬和执着求真的精神动力。新闻是不断追寻新
生事物并永远年轻的事业，这份事业，激励我一直保持奋进的姿态，一直在内心深处保持着温暖的感动。今
天，我们共同迎来了第十九个记者节，我将更加自觉地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不断在实践中增强“脚力、
眼力、脑力、笔力”，不忘初心、不辱使命，记录新时代，奉献新时代。

如履薄冰到天明
◎包头日报社记者 梁学冬

又到记者节，蓦然回首，我新闻从业已然 18年，其中 15年做夜班编辑。顾城说：“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
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而我呢，是在黑夜里守护着光明。

这份守护，是对新闻事实的把关。
党报是党和人民的喉舌，下达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上传人民群众的社情民意。守着这个原则，夜班编

辑必须炼就火眼金睛，在庞杂的稿件中慧眼识珠、去伪存真。
这份守护，还有对稿件字词句的把关。这时的夜班编辑像一个雕刻家，字斟句酌、咬文嚼字，为即将付梓

的稿件绞尽脑汁、细细打磨。
这份守护，还有对版面编排的精准掌控。每个夜晚，我们都要掂量稿件的分量，然后在版面上排兵布阵，

各归其位。伴随着新闻版面的新鲜出炉，其时已到深夜，甚或凌晨，很晚很晚的黑夜已是很早很早的早晨。
挑灯编版年复年，如履薄冰到天明。在夜班编辑的坚守中，我不仅见证了党和国家事业的蒸蒸日上，还

目睹了我生活城市的日新月异的变化。作为党报的编辑，我将继续不辱使命、执着前行，为党的事业鼓与呼。

用真情书写有温度的新闻
◎锡林郭勒盟广播电视台记者 宋红梅

源于自己的名字，也源于小女生的情怀，上学的时候，“梅花香自苦寒来”是我学习的座右铭；当了记者
后，非专业出身的我一路摸爬滚打，“累！并快乐着”成了我的工作座右铭。

今年是第十九个“中国记者节”，而我的记者工龄也恰好十九年。十九年来，从广播主持人到广播电视记者，
从声音到镜头，直播、连线、出镜、写稿……进毡包、入牧户、到农村、去田野、入工矿企业、追沙尘暴暴风雪……
到第一现场去，采写有温度的新闻，用真情书写每一篇新闻报道已经成为我的职业习惯。

新时代、新征程，无畏山水迢迢！

记录时代芳华 推动社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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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感言】 【采访故事】

内蒙古日报社记者包萨茹
拉参加全国两会采访。

内蒙古日报社记者戴宏(左
二)在全国两会新闻发布会现场
采访。

内蒙古电视台记者弓春伟和
呼伦贝尔市广播电视台记者在呼
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那吉林场火
灾扑火现场。

内蒙古日报社记者梁亮在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新闻
中心写稿。

内蒙古日报社记者于涛在赤
峰市巴林右旗蒙古族小学采访。

内蒙古日报社记者高娃在
鄂尔多斯市采访脱贫攻坚工作。

内蒙古日报社鄂尔多斯
记者站记者郝雪莲在种粮大
户家采访。

内蒙古日报社乌海记者站记者于海东在采
访基层党组织助力脱贫攻坚工作。

内蒙古日报社呼伦贝尔记者站记者李新
军和扑火队员共赴扑火现场。

内蒙古日报社记者赵静、王鹏采访额济
纳旗乌兰牧骑。 毕力格图 摄

内蒙古日报社记者闫晨光在锡林
郭勒盟的乌拉盖边防派出所采访。

内蒙古新闻网记者宁佳欢、王
智华在甘其毛都口岸进行采访。 内蒙古新闻网记者郭慧

超采访马文化周。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记
者本人提供）

11月4日，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内蒙古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的“我们的力量”——第十九个中国记者节表彰报告会在呼和浩特举行。 浩建 摄

内蒙古日报社记者程英军、马
建荃在呼伦贝尔采访多民族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