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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11 月 8 日 ，是 第 25 个 中 国 记 者

节。值此之际，甘肃日报社、甘肃日报报业集

团 对 2024 年 度 涌 现 出 的 优 秀 新 闻 工 作 者 、重

大主题采访报道优秀工作团队、优秀新闻作品

予以表彰。

他 们 当 中 ，有 在 积 石 山 县 发 生 6.2 级 地 震

后，第一时间赶到受灾现场，连续报道抗震救

灾情况的甘肃日报社驻临夏记者站记者王虎；

有长期深入基层一线，用视频记录陇原大地新

景象的新甘肃客户端记者尹黛；有背着沉甸甸

的摄影设备走遍陇原大地，一次次用镜头反映

甘肃发展变迁的甘肃日报摄影部记者丁凯；有

不断锤炼“四力”，由新闻“新兵”快速成长为文

化报道记者和视频号运维者的奔流新闻记者

郑重；有在夜班编辑岗位上十几年如一日，甘

当“新闻守夜人”的甘肃日报出版部编辑曹蕾；

有努力践行媒体融合，以全媒体记者姿态扎根

“三农”领域做好新闻报道的甘肃农民报记者

王典……

他们中，有长期奋战在新闻战线上的“老记

者”“老编辑”，也有第一次过记者节的媒体“新

人”。在过去的一年里，他们在讲好甘肃故事、

传播好甘肃声音、展示好甘肃形象的过程中收

获满满。

今天，在这个属于新闻工作者的节日里，本

报聚焦 6 位优秀新闻工作者代表，见证他们怎

样用心、用力、用情践行党媒新闻工作者的初

心与使命。

— 致 敬 第 25 个 中 国 记 者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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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甘肃·每日甘肃网记者 尹黛

肩负光荣使命，努力锤炼“四力”。这

一年，我走过甘肃的山山水水，感受着这

片土地的厚重，也感受着“记者”两个字的

分量。在临夏，我理解了“积石成山”的力

量；在定西，我感受到众志成城的温暖；在

甘南，我看到了民族团结之花的绽放；在

天水，我体验到了一座城市的热情；在酒

泉，我领略到了火箭腾空的震撼……

2023 年 12 月 18 日，临夏州积石山县

发 生 6.2 级 地 震 。 当 夜 ，我 随 甘 肃 日 报

社、甘肃日报报业集团前方报道组迅速赶

往灾区进行采访。

抵达现场后，我目睹了一场有速度、

有力度、有温度的救援：救灾帐篷迅速搭

建，饮用水、方便面、棉被等物资有序分

发，医疗队也投入救治工作。在大河家广

场，我看到各地各民族的兄弟姐妹们自发

前来支援，热腾腾的牛肉面、香喷喷的饺

子……满满的都是全国人民对积石山的

牵挂。我还清晰地记得，“只要人在，就能

继续发光”的拉面师傅，“帐篷都是给老百

姓搭的”解放军战士，“你们不要担心，我

们一切都好”的孩子……许许多多这样可

爱的人，汇聚成一股力量，坚定了我们夺

取抗震救灾胜利、重建美好家园的信念。

后来，我和同事们又多次前往积石

山：和当地的人们一起迈入崭新的 2024

年，记录孩子们迎接新学期的期待和开

心，见证积石山建成了蓬勃向上的新产

业，讲述一栋栋新房子拔地而起、美丽家

园从图纸变为现实的美好故事……镜头

里的积石山，孕育着新的希望与活力。

从生机盎然的春天，到厚积薄发的冬

天。这一年，我和同事们奔走在陇原大

地，用脚步丈量甘肃高度，用笔尖书写甘

肃力度，用镜头记录甘肃速度，用声音传

递甘肃温度……用心、用力、用情践行着

党媒记者的初心与责任。

行走基层，多看、多问、多想，才能讲

好甘肃故事、传播好甘肃声音、展示好甘

肃形象。今后的工作中，我将以更加认真

的态度，努力完成每一次采访任务，也会

持续充实自己，不断提升新闻采写和短视

频创作能力，通过勤学习、多思考、勇实

践，努力拿出更多更好的作品，踏上充满

光荣与梦想的新征程。

做 新 时 代 的 记 录 者

新甘肃·奔流新闻记者 郑重

今天是第 25 个记者节，也是我过的

第一个记者节。

大学毕业后，我进入甘肃日报报业

集团，并有幸来到“奔流新闻”工作。在

这个温暖的大家庭里，领导和同事们给

予 我 莫 大 的 信 任 与 帮 助 ，开 通“ 郑 重 其

事”账号并由我负责运营，后来又成立相

关工作室，让我在一个富有创新活力的

集体中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

踏入媒体行业之前，就觉得干新闻很

有意思，能去很多地方，能采访很多人，还

能推动一些社会问题的解决。真正成为

一名记者后，我对这份职业又有了更深的

认识：它肩负着神圣的使命，承载着时代

的声音，充满了汗水与荣耀。一年多来，

我几乎走遍了甘肃的每一个市州，感受了

许多的人文历史，也领略了不同的风土人

情，步入了更加精彩而广阔的世界。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工作以

来，我对这句话深有体会。作为一名文化

报道记者和视频号运维者，我切实感受了

一种“本领恐慌”，并经常在“补课”与“备

课”中来回切换。我发现，只有真正吃透

了选题，才能在拍摄时紧扣主题。面对宏

大 而 严 肃 的 题 材 ，往 往 需 要 寻 找“ 小 切

口”，才能更好地接地气，让人看得懂、听

得明白。就这样，在不断的学习与尝试

中，我不断突破自己，努力讲好一个又一

个“如意甘肃”的精彩故事。

这是快速成长的一年。正如我的名

字一样，我对每一次采访、每一场出镜、

每一件作品，都会“郑重其事”。在全国

两会的采访中，我深切感受了祖国蒸蒸

日上、发展日新月异；在公祭伏羲大典、

敦煌文博会的报道中，我亲眼见证了甘

肃底蕴深厚的文化魅力；在“诗意甘肃·

丝路长风三千里”系列诗会中，我充分体

验了各市州文旅发展的澎湃活力……短

短一年多时间，从一个初出校园的“职场

小白”，成长为一名主流媒体的记者，我

深刻体会到了这份职业的使命与光荣。

作为一名年轻记者，以后的路还很

长。在“奔流新闻”这个充满创新活力的

平台上，我将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

笔力，持续提升新闻业务水平和文化素

养，争做一名新时代的优秀记者。

沉 浸 文 化 讲 述 甘 肃

新甘肃·甘肃农民报记者 王典

记者节，一个没有假期的节日，是个总

结和证明“我们”的日子。回首在甘肃农民

报工作的 9 年，在媒体融合发展的大潮流

中，我从一名传统的纸媒记者踏入了新媒

体的世界，一切都在变化，每天都在成长。

我经常将自己的工作内容发到朋友

圈，一是分享，二是记录。翻开自己的朋

友圈发现，不知不觉中，今年已经写了 54

篇稿件，做了 63 个版面、13 张海报和 61

个视频。这些累计的数字，让一个词在

我脑海中赫然浮现：全媒体记者。

这几年，甘肃农民报一直在积极尝

试短视频策划与采制，从拍摄、剪辑、出

镜、配音到制作、发布，我们的记者全部

进化成了“六边形战士”。新闻稿件也是

稿件在前、图片在后、视频在侧，文、图、

视频一体化推送、呈现。

作为一个编导专业的报人，我一直

努力突破：突破对短视频时代意义的理

解，突破传统视频结构的束缚，突破自身

的传统习惯。

为了让短视频更好地“独立门户”，今

年我们开通了视频号，让隐藏于文图背后

的短视频走上前台。一经亮相，就广受好

评！无论是上半年在永靖组织的文旅项

目，还是近日在天水组织的广东农特产推

介活动，这些作为独立新闻作品并及时呈

现的短视频，都成为报道的“加分项”。

短视频作为独立新闻作品，不应只是

简单的画面组合，而是要运用镜头语言讲

好新闻故事。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记录的

同时，熟练地运用声音、画面、音乐等元素，

让故事更具现场感，更有亲和力和感染力。

今年 3 月天水麻辣烫意外出圈。在

结束原定采访任务之后，返程路上，我们

发现天水南站游客特别多，当即决定并

制作了一条呈现天水客流量大的视频。

这条视频一经发出，当天就带来 40W+的

流量。流量的回馈，正是得益于记者独

有的职业敏感。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甘肃农民报

的路还很长，记者王典的路也很长。我

相信，只要心里有光，鲜花将伴随着我们

一路绽放。

扎 根“ 三 农 ” 收 获 成 长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王虎

驻站对记者来说，是职业生涯十分难忘

且有锻炼意义的一段经历。对我而言，参与

积石山县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报道，则是驻

站期间最深刻的记忆。

2023 年 12 月 18 日 23 时 59 分，积石山

6.2 级地震发生。随即，我带上电脑和采访

本，开车赶往积石山县。

灾情怎么样？怎么报道灾害事件？我

能完成这样艰巨的任务吗？怀着忐忑的心

情，我和兰州赶过来的同事们冒着严寒和余

震，在受灾最严重的乡镇采访，见证和记录

抗震救灾的“中国速度”。

那一夜，积石山县彻夜未眠；那一刻，我

们也是冲锋一线的战士。

震后的 24 小时，我们几乎没有休息。当

时我们并不清楚，这一仗是何等艰难、将要持

续多久，但所有人只有一个念头：要到一切需

要报道的地方去，因为这是记者的天职。

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是公众关注的热点，

作为党报记者，就要不惧危险，在救灾一线深入

采访，准确及时报道受灾情况，大力宣传抗震救

灾精神，为抗震救灾提供强有力的舆论支持。

灾害有多严重？废墟中搜救出的伤员

送到哪里救治？受灾群众怎样安置？……

一系列的问题需要向公众解答。

社会关注哪里，记者就到哪里。搜救现

场、医院、救灾帐篷……甘肃日报记者的身

影无处不在，我们第一时间发出准确报道，

传递权威声音，满足公众的信息需求。

第一次参与灾害事件报道，既积累了经

验，又给了我更多的启示。一是内容要接地

气，能引起共鸣。应该注重人文关怀，带着

同理心与被采访对象交流，真实客观反映抗

震 救 灾 情 况 。 二 是 新 闻 呈 现 形 式 要 丰 富 。

在 媒 体 深 度 融 合 的 时 代 背 景 下 ，在 新 闻 现

场，文字记者也要拿起手机拍摄视频，记录

救灾一线动人场景，通过生动的形式、多样

的手段呈现抗震救灾感人故事。

今年，是积石山灾后重建的第一年，我

放弃了几乎所有假期，多次前往灾区蹲点报

道，看着废墟上建起的一栋栋安置房和群众

搬进新居的笑脸，我深刻体会到，作为新闻

工作者，我们不仅是事实的记录者，更是情

感的传递者、希望的播种者。以记者节为新

的起点，在未来的道路上，我将继续用心感

受世界，用笔记录时代。

我在积石山抗震救灾现场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丁凯

14 年前，我初到报社。第一次的采访，

我用手中的相机记录下架在黄河上的一座桥

被成功爆破全过程。从那天起，用手中的相

机聚焦兰州的变迁，成为我作为一名摄影记

者的梦想。

从此我就步履不停，乐此不疲……我目

睹了一座座城市新地标拔地而起，见证了快

速公交、南环路、轨道交通从无到有的变化，

家乡兰州在新与旧的更迭中，展现出蒸蒸日

上的新景象。

2015 年，我走进兰州市榆中县中连川小

学。这所建在大山里的学校，组建了一支 24

人的足球队。不论严寒酷暑，这支由山里娃

组成的足球队几乎每天都会在附近的山路上

进行体能拉练。

“走出大山，以后代表中国队参加比赛”，

是孩子们的梦想；“用镜头把他们记录下来”，

是我的梦想。

跟进采访的几年里，每当聊起足球，这群腼

腆的足球少年总是神采飞扬、眼中有光。通过

孩子们的努力，大山深处的足球梦终于照进了

现实，而我也见证了他们因足球发生的改变。

2023 年 12 月 18 日 23 时 59 分，一阵剧

烈的晃动将熟睡中的我摇醒。我立刻意识到

地震了，而且震级不小。出于记者的本能反

应，我主动请缨去一线采访。零下 20 摄氏

度，这是积石山当时的气温。在现场拍摄时，

不到半小时，我感觉从外到里被冻透了，拿着

相机的手都是僵的。我用僵硬的手指一次次

按下快门，拍摄下武警官兵救援 35 名被困群

众的全过程，经过一夜的救援，被困群众全部

获救。尽管一整夜没睡，但我的内心却是火

热的、充盈的。

有新闻的地方，就有记者的身影。这些

年来，每当有新闻发生的时候，就是我要出发

的时刻。在积石山地震抢险救灾过程中，我

见证了中国速度、中国力量与中国温度，深切

感受到上下一心的坚定信念，看到了众志成

城、共克时艰的奋进力量。

摄影记者这个职业很辛苦，无论春夏秋

冬，每天都要背着几十斤的设备到处奔波，黝

黑的肤色是我们亮眼的标志。可我深知，沉

甸甸的不仅是身上的设备，更是肩上的使命。

前行中，镜头里，我们永远在路上。

追 光 前 行 见 证 梦 想

甘肃日报出版部编辑 曹蕾

伴着晨曦，带着淡淡墨香，又一期《甘肃

日报》如约与读者见面了。自 1949 年 9 月 1

日创刊，今天，《甘肃日报》已出版了 27524

期。一期期《甘肃日报》，生动、忠实记录了

陇原的发展史、奋斗史，展示了浓墨重彩的

甘肃画卷。

寒来暑往、春夏秋冬。每当夜幕降临，甘

肃日报报业大厦 16 楼的灯光总会准时亮起，

这里就是甘肃日报社出版部。直到深夜，忙

碌的是一群“新闻守夜人”。

2010 年，我有幸加入了出版部这个大家

庭，十几年的夜班生涯，我参与了许多重要会

议、重大活动和重要节点的版面编排。

“今天前方报道组供稿 10 篇，摄影部供

稿 12 组，还要预留版面……”

“明天推出 10 个版特刊，各版要注意图

片选用，内容不要重复……”

晚上9点，夜班工作便这样紧张地开始了。

作为报纸出版的“总装车间”，出版部担

负着将稿件“分拣”上版、确保稿件准确无误、

设计版面的重任。编辑、美编、校对以饱满的

热情投入到工作中，不敢有一丝马虎。

“这句表述不准确，再查阅权威信息，尽

快联系记者核实。”

“前方稿件内容有变化，请及时调整版面。”

……

编辑稿件、精选照片、设计版式、审校版

面……大家都全神贯注，认真、谨慎地投入工

作当中，因为我们的目标都是一致的，所有的

调整和变动都是为了确保重要稿件有更好的

呈现，都是为了把报纸办得更好。

“检查结束，发排！”

随着值班主任发出签发指令，所有版面

发往照排车间准备印刷。一天的工作告一段

落，大家紧张的心情也慢慢平静下来。

编辑工作中要注意的事项内容庞杂。只

有炼就一双火眼金睛，才能去伪存真、辨别正

误。常年夜班，让人感觉有了“强迫症”：每次

签完版，走在回家的路上，我都会不自觉地

想，标题有没有歧义？日期对不对？错别字

改了没？以至于现在，我要带一份小样回家，

无论多晚都得再看上一遍。

从青葱岁月转眼到不惑之年，3000 多个

夜晚历历在目。时间从来不回答，却给出了所

有的答案。在夜班复夜班的铿锵鼓点中，我和

我的同事们也用一寸寸光阴作出了回答。

用 光 阴 作 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