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基层一线是新闻工作的源头活水，蕴藏着最鲜活、最丰富的新闻资源。接地气才能长灵气，深入实践才能使稿件富有生活气息，扎根基层才能让记者产生真情实感。
近年来，淮北传媒中心的记者们奔赴田间地头、街道社区，深入改革发展现场、生产生活一线，听民情、访民生，写平凡人、说不凡事，于亮丽的风景中记录基层的变化，

于火热的生活中体察时代的脉搏，采写（录制）刊（播）发了大量的接地气、冒热气，充满书香味、泥土味的报道，推出了一系列鲜活生动的融媒体产品。他们有的走近默默
无闻的普通劳动者体会他们的付出与收获，有的回到曾经熟悉的家乡发现那些没有察觉到的新变化；有的一起感受“五世同堂”人家团圆饭的欢喜，有的来到曾经的贫困
村庄分享脱贫致富的喜悦……丰富的所见所闻，催生丰沛的所思所感。

今天，本报特推出《我这十年：让老百姓讲述自己的故事》一文，讲述记者采访背后的故事，分享记者沉淀的真情和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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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GUAN

素秋九月，清晨的阳光披洒在
肩头，闭上双眼深吸秋的味道，眼前
浮现的是十年来奔波于基层的一幕
幕场景。

2012年8月底，结束了三个月的
联播组学习，带着刚刚做完《奉献雪
域高原》专题片的余温，匆匆赶回淮
北，我以一个“新人”的身份来到广电
中心公共频道，当年的一个傻白甜、
愣头青，就这样开始了在电视台的圆
梦之旅，算起来，至今已经10年。

这10年来，参与的节目不能说
不多，远的高铁开通，近的坚持工业
强市，构建“五群十链”现代产业体
系，大大小小的节目做了数百个；见
证的变化也不能说不大，节目上的
打通24小时直播，工作条件上的人
民路办公区七年多的时间。一次次
的亲历，一次次的成长，对于新闻的
意义，理解的也越来越清晰。但回
首最近几年的变化，我切身感受最
深的，却是“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
事”这个从21世纪10年代初响彻了
中国的口号，如今正在我们手中一
步步实现。

2013 年年底，我组接了一个让
我们倍感压力的活儿——要为元旦
制作一个海采系列短片。海采，之
前一年已经做了不少，从起初的“百
姓”“新变化”，到之后的“家风系列”
等等，海采已经成了新闻频道节假
日特别策划的标配。这时再做海
采，还能做出什么新花样吗？尤其
是我们还是一个后期栏目组，每天
打交道的都是串联单和播出线，让
我们去写稿子、编片子，每个人的心
里都很没底。

于是，为了这个新花样，我们五
个主创人员开始了把板凳坐穿的策
划时间。人民东路办公区三层的小
会议室恒温21℃，在冬夜里原本应
该很舒适，但在那几个不到两点不
散会的晚上，这个房间却经常让我
们想要逃离开。

那的确是几个痛苦的夜晚，没有
样板、没有想法，有时几个人大眼瞪
小眼，场面莫名的尴尬；有时又争得
面红耳赤，场面极度焦灼。最终，还
是一个同事提到了央视纪录片《舌尖
上的中国》，才让局面忽然间明朗起
来。于是，仿佛所有的绊脚石一瞬间
被清空，原来煎熬我们数日的方案，
一夜间一挥而就——我们要做这样
一个节目，它是单一场景内的海采，
里面要有大量的人物样本；同时他又
要通过记者改变采访的语态，像朋友
唠家常一样，让受访对象讲自己的亲
身经历。以重点人物的故事为核心，
以大量海采为转接和补充，让海采更
有深度，让专访的对象由领导、英模
变成普通老百姓，从而让老百姓讲述
自己的故事。

当这份策划摆在我们面前时，没
有人能够预料到，它的出现，让新闻
频道有了一个新的节目样态——场
景式海采；更没有人能想到，这个随
后被中心赐名《倾听百姓故事》的系
列短片，竟然成了我们的一份骄傲。

经历了痛并快乐的策划阶段，
采访终于开始了。开工第一天，目

标城南郊中瑞农贸市场。
想象中，中瑞农贸市场作为淮北

的菜篮子，每天凌晨三四点，应该是
零售商大量来进货的时间，凌晨两点
多，就应该是批发商开摊的时间；而
白天，零售商都走了，一些散客就该
上门了；晚上，则可以在里面的饭馆、
旅店采访。这样，时间脉络有了，丰
富的人物也有了，怎么想怎么能出
戏。于是，联系摄像、安排好踩点时
间，似乎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踩点始于淮北十二月中旬的一
个凌晨。和摄像约好了四点在中瑞
农贸大市场碰面。因为怕睡过时间，
采访的前一天晚上十点，我就到了市
场大门外，窝在车里睡到凌晨两点。

淮北冬季的凌晨真的很冷，而
比天气更冷的是我凌晨三点站在中
瑞农贸市场门前的心情。想象中车

来车往的场面并没有出现，没有大
货车风尘仆仆而来，也没有零售商
骑着电动小三轮来上货，灯火通明
的农贸市场，凌晨两三点比想象中
安静了太多，而直到清晨五点，那忙
忙碌碌的场面也都没有出现。当时
真的有些傻眼，这和想象中的完全
不一样呀！于是，心中的想法只好
推倒重来。联系农贸市场的管理公
司和各个区域的商贩聊天套话，终
于知道了每天每个区域都几点来买
货的最多，来的都是什么样的人。
第一天，我们一个镜头都没有拍，到
了下午，打道回府。

场景式海采第一天，被农贸市
场给了一个下马威。虽然之后的采
访日渐顺利。但和这第一天相似的
经历，却并没有就此结束。

《倾听百姓故事》我们一共策划
了77期节目，里面的大部分场景都
不在主城区。我们只有五个人，分
身无术下，小部分选题的踩点任务
都交给了《直播淮北》的记者。但场
景式海采我们都还是在摸着石头过
河，记者们更是不知道我们要做的

是什么样的节目，于是，踩点的照片
拍回来都很美，真的做出来后，场景
往往与预想相差很远。

虽然经过后期的处理，这个系
列的样子还是保持了一个较高的水
准，最后也得到了上级的充分肯定
和同行的高度认可，但我们都知道，
这个系列还是有着太多的遗憾。至
此，也真的理解了“策划”这件事情，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在这个系列播出时，领导最终决定挂
上“走基层”的标志，这是起初我们都
没想到的。的确，场景式海采从形式
上看，只是把海采的地点进行了限
定，小空间内的大样本采访，让有着
相似特质的人集中发声，更容易挖掘
场景所内含的特质；而从制作方式
上，场景式海采则脱离了原来海采的
模式，而更近似于“走基层”了。

走基层，这个词在刚提出时，才
入行的我还曾一度笑称“我们就是
基层还要去哪儿走基层”，而当我们
也要做一个类似于“走基层”的节目
时，我们才发现，原来走基层的核
心，其实是在一个“走”字上。

走，是一个动词，但不同的用法，
体现的是不同的姿态、不同的态度。

还记得上学时，学校找过一个
老记者来给我们讲采访。课里，他
讲到过一个采访的小技巧，说拍摄
会议时，记者只需要做三件事：第
一，确认这个会议里有什么领导，是
哪个层级的；第二，索取会议准备的
通稿；第三，确认是否有人需要接受
采访，如果有，那他要说什么。一切
听起来都很简单，记者似乎只是去

“走”个过场。
还记得老师上课时讲他过去的

故事，说他曾经跟着一个老记者去
做类似于民意调查的节目，到了大
街上，老记者直接拿出一张纸，拦住
路人就对他说“你帮我念一下这张
纸上的东西”。民意调查吗？其实
也就是“走”个形式。

也就是几天前，在朋友圈看到一
个短视频，叫《让采访对象说谎有多
简单》，一个外景记者举着话筒问路
人“你是哪儿的人”，路人说“我是江
苏的”，记者立刻说“我们在录一个节
目，想采访一个浙江人，你能说你是
浙江人吗”，路人答应了，于是在第二
次采访里，他就真的变成了一个浙江
人。看到这样的场景，我丝毫不怀疑
当我们的节目播出后，很多看过这个
视频的人会说：“这里面没有几句真
话”，电视已经“走”偏了，还是在自己

“走”向悬崖。或许有些危言耸听了，
但这么走下去，却绝不是我们希望看
到的新闻的未来。

现在，新闻媒体的走基层又是
怎样的走法？是走过场吗？还是走
形式？

做过了《倾听百姓故事》，随后

又相继做了《热点面对面》《圆梦小
康》《关注》，我可以很认真地说，两
者都不是。走基层是让记者不要再
只是站得远远地看，而是要走到人
们中间，离群众更近些，从他们切实
的体会中，探寻政务工作的好坏。
因为他们的言谈举止、神态表情背
后，就蕴藏着生活日新月异、时代奔
涌向前的幸福密码。记者要做的，
就是把它解锁出来，让新闻接地气，
多采写群众喜闻乐见的新闻报道。
这里的“走”，就应该是两脚带泥的
踏实前进，从群众递来的一杯热茶
开始，方能写（拍）出鲜活的人生。

举个例子。在制作《关注》系列
中的“创业咖啡馆”一期时，为了让
受访对象讲出自己的故事，我们的
记者和每一个素不相识的人都要聊
五十多分钟，长的甚至要聊两个小
时。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看到，一
个83岁还在路演的老教授，为了给
国家留下些什么在坚持研究；我们
看到，一个曾经风光无限的创业者，
在事业的低潮期依然执着，但内心
中又充满了对家人的愧疚；我们看

到，乡村样貌发生巨大变化，精准扶
贫新政，真正助推贫困户实现“让幸
福来敲门”；我们看到，以梦为马、以
汗为泉的退休教师，誓让荒山披绿
装，20年义务植树2万株；同时，我
们还听到了更多的人对时间的感
悟，他们想要燃烧自己的时间只为
了让自己更有价值，他们本可以停
下来歇一歇，但他们不愿意停……

这就是我们的走基层，它关注的
只是一群普普通通的人。他们没有
多大的成就，没在哪个岗位变成大国
工匠，也没有醉心打造国之重器，更
不是感动中国的备选人物。不管是
高端访问还是海选都永远不会看到
他们的身影。但哪怕他们只是路人
甲乙丙丁，从每个人身上我们也都能
发现哪怕很细微的一个闪光点。他
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小小的梦想，这些

梦想正是实现中国梦的坚定基石！
而我们的走基层就是要发现这个闪
光点，并送给他绽放的舞台。

追往昔岁月峥嵘，于今朝不忘初
心。一路走来，即使困难重重，但我
仍乐意去做一个一步一脚印的徒行
者，因为每一份设计作品，每一篇写
下的文字都见证了我的付出，同样见
证我破茧成蝶，由小记者蜕变成长为
新时期一名合格的新闻工作者。

让老百姓讲述自己的故事，我
们为他们搭建了这样的平台，这也
是我十年来最自豪的一件事。

此文完成之际，我的脑海里酝
酿出一首打油诗，让它作为文章的
结束语，同时，也作为我对新闻记者
行业的情感表达：

初心永挚奏铿锵，
肩负使命运筹忙。
基层采访行千里，
实况录制传四方。
去伪存真担道义，
除邪扬善谱华章。
风餐露宿终无悔，
汗水挥洒铸辉煌。

01.挂瓢洗耳——许由
许由，上古时代一位高尚清节之士，

曾在烈山一带生活过。终身不为名利，
农耕而食。有典故许由洗耳、许由弃
瓢。《宿州志》卷四·舆地志三云：许由冢，
在州西北五十里青谷村。冢旁有庵，全
圮。有明弘治年重修碑。

巢由大隐远尧皇，沛泽兰芝各弄芳。
一瀑清波流月韵，三分皎洁醉春光。
风瓢挂谷千山美，洗耳溪边万水香。
但愿長林多国士，弘宜后日汉家郎。

02.辞宝修德——子罕
乐喜，字子罕，春秋时期宋国相人，

宋国贤臣。又称司城子罕。是淮北有史
第一个清正廉洁的官吏。有贷而不书、
子罕削简诸典为例。

黔城执政最高情，体恤庶民君自轻。
宝玉三辞心雪雪，权光百顷骨铮铮。
赊而不录惊冯耳，德莫于焉削简声。
国士从来焚谏草，春秋吏职一人清。

03.饭牛悲歌——宁戚
宁戚，春秋时淮北古饶镇的宁山子

人，宁戚出身微贱，早年穷困潦倒为人挽
车喂牛。是寒士而相的典型。（《宿州志》
卷三）记载：（宁山）因山北有宁戚冢，故
名。相传宁戚移家其下，未详。距城六
十里，在宋疃集。

都门扣角吟诗短，至骭单衣苦夜稠。
倒履桓公嘉俊彦，倾觞管仲醉良猷。
沧浪濯沐离骚骨，鱼水释词鸾凤俦。
自古濉淮多学土，吾家第一唱清讴。

04.拙荆背柴——王良
王良，东汉建武五年（即公元30年）

为沛郡太守（治在相城）。虽为太守，为
官清贫，夫人在山野垦荒自济，拾柴烧
饭，一时为人赞。

司直寒堂最恭俭，茅庐瓦器不堪哀。
携薪垢汗山田返，怒马飞书庙府来。
太守夫人勤豆麦，濉城百姓懒奢財。
诗吟久愧无佳句，未写良君好素材。

05.死无葬钱——范迁
范迁，沛国（今安徽省濉溪县）人，东

汉时期政治家、宰相。清纯至简，被后世
奉为清正廉洁的典范。家有四子而无立
锥之地，死时家无一文钱治丧，皇帝出钱
殡之。

谁言涣水绘文采，最是范家诗学严。
明月不依隋岸贵，春风更惹许由嫌。
惟留清气赠儿侄，愧着旧裳投老阎。
莫道千秋嘉美矣，仍居淮吏第一廉。

注：尾句“一”出律，拟不换。

06.清廉沛相——元贺
元贺，东汉章帝（东汉王朝第二个皇

帝，75 年—88 年在位，）时为沛郡太守
（治相）。史以清正廉洁著称，所任之时
教化风行，民心祥和。

汉家名守何从数，沛郡玄门最养贤。
惠水鱼花惊夏浦，宜农豆雨漲秋田。
惟怜伏案三更后，率众扶犁日出前。
但若心装黎老苦，无须月月饮廉泉。

07.铁面判官——司马芝
司马芝，东汉末初平年间（190 年-

193年）任沛郡太守。迁大理正（是负责
全国的监察官）时不徇私情，不谋私利，
是魏国最清正之官，史每赞之。

司马连迁大理正，只因断案最公明。
严刑罚乱民心稳，责已廉平吏自清。
律定凶徒无赦罪，典成太后不容情。
诚怀百姓乐丰世，愿作它年贫庾卿。

08.嫉恶如风——朱震
朱震，建宁元年（168年）朱震当时为

铚县令，为官清廉，不事糜费。当时官场
中有谚语称赞他说道：“车像鸡笼马像
狗，嫉恶如风朱伯厚。”

自古浍河嘉壮声，吾家郡守最分明。
马来如狗铚人乐，车似鸡栖县令情。
挂印洛阳寻友子，挥刀济北战凶兵。
何愁万载风尘去，史册依然记大名。

09.苇车巡相——袁忠
袁忠，初平中（初平（190年-193年）

是东汉皇帝汉献帝刘协的第二个年号，）
为沛相，（治所在所相城。治所，古指地
方政府驻地。）乘苇车到官，以清亮称。

愧在三公繁世族，迁除沛郡到淮关。
谁人自洒甘棠水，万庶联吟泪湿山。
不坐金轮游画阁，常随苇驾访闾间。
劝君戒饮贪泉酒，莫让袁忠有汗颜。

10.簾隔妓衣——夏侯亶
夏侯亶，铚人夏侯祥长子，南北朝梁

的重臣，名将名守晚年颇好音乐，虽有歌
妓，并无钱置服装。每有客来，常隔帘奏
之，时谓帘为夏侯妓衣。

铚邑箫笙鱼跃碧，前兄后弟奏韶音。
濉河献酒歌君子，南谷作台呦鹿琴。
楚鬓妝成铅粉薄，疏帘布袂月华沉。
悬车节俭身常泰，草舍云轻自在心。

我这十年：让老百姓讲述自己的故事
尉成远 小亮

夕阳下，随风飘落，
泛着微黄的卷曲身影，
如群蝶在余晖中翩翩舞动，
略显历程的艰辛和疲惫。
四季轮回，
没有人在意这逝去的一瞬。

你踏着春天的脚步走来，
用绿色装点着夏的花园；
你用短暂的生命，
拥抱自然，
弹奏着一首生机盎然的旋律，
默默孕育着美的生活。

落在田间，落在街头，
你即将走到生命的终点。
叶落归根，义无反顾，
因为，你在寻找爱的化身，
——经过漫长的冬季，化作春泥，
重新点燃新的希望。

自然万物中，雪是精灵，洁白轻
盈、高雅浪漫。在二十四节气里，小
雪与大雪、雨水等同是反应气候变化
的节气。小雪节气已到，虽然天气还
依旧温暖，但人们总习惯抬头仰望天
空，开始企盼一场小雪飘然而至，如
同企盼一份浪漫。

雪，入诗，入画，也入名。我有一
位十分要好的闺友，她名字里就带有
一个“雪”字，我叫她雪儿。许是生就
藏着一份灵气，她澄明得如同一片雪
花，而我们的友谊也如雪一样晶莹纯
洁。小雪无雪，我对她的思念却如同
一场倏然而至的小雪，落在心头。

记得那年冬天，我结束了一段苦
楚的恋情，她整夜整夜地陪着我。我
们坐在临街的二十四小时书店里，桌
上摆放着一盏样式古旧的台灯。我
盯着夜幕里的行人发呆，她枕着右手
懒洋洋地翻着书，像是在阅读，却时

刻暗暗观察着我的表情。她那缕同
月色一样淌着流光的发丝，在她不自
觉地拨动间，似乎从指缝间都有一缕
轻盈的香气。在那样的静谧里，我被
她一点点看似无声的劝慰疗愈着，心
头的伤痛，也随着夜色，一点点消退。

我从不相信如此不复杂的过程
就能消解烦闷，直到雪儿的出现，她
的话语不多，却有一种神奇的力量。
是的，就那么神奇！所有的苦楚，如
同一场小雪后地面积存的薄雪，最后
融化成一滴滴水，然后慢慢消失。

人生难忘是疗伤。哪怕在她已
经离开的第三个冬天，我从没有忘记
和她一起度过的那段日子，以至于一
到小雪时节时，每每经过那盏溢着暖
黄柔光的古旧台灯，甚至在冬天看见
一面临街的玻璃橱窗，总会勾起我无
限的思念，忆起她雪花般温柔的模
样，还有发间的香气。细小的雪花会

在我心中跳起轻盈的舞蹈。
雪儿离开的这些年，我常常想

起只有早起才能饱餐一顿的豆浆油
条，那是我和雪儿共同的记忆。一
碗滚烫的豆浆，配上两根炸得金黄
的油条，雪儿喜欢吃那种外层炸得
酥脆一些的，一口下去面渣落得满
地都是，然后啜一口寒风里冒着热
气的豆浆，眼睛微微一闭，脱口道：
舒坦！

自从雪儿去了南方，我再也没有
去过早餐摊。豆浆油条和雪儿，还有
那盏古旧台灯发出的光，成为我记忆
深处的一道影子，虽触摸不到，但却
不曾散去，久久弥绕在心间。

小雪节气的到来，我不知道雪
儿所在城市是否也会迎来一场小
雪，专程来迎接这个冬天。我想，
无论有无，我们都会珍惜这个节
气，珍惜一段美妙而难忘的时光。

小雪
张茜齐

落 叶
金明敏

淮北古代廉吏十咏
耿汉东

柳润荷香，凌波晓
鹭，一派风光眼帘注。
秋声细雨未却步，湖澄
曲径长河路。林荫道，
花满地，馨如故。

石鼓列排廉句附，
偏爱说莲周公语。物
化于人越千古。游人
浅吟桓谭论，箜篌又起
清风渡。雅园趣，不虚
行，高歌赋。

千秋岁引

桓谭公园
（正韵）
马昆

记者深入一线采访。（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