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王睿君

11 月 7 日，第 34 届中国新闻奖评选结

果揭晓，新甘肃客户端作品《我在敦煌做研

究》获国际传播类二等奖。日前，本报记者

走近该作品主创团队，听他们讲述拍摄背

后的故事。

2023 年 ，在 第 六 届 丝 绸 之 路（敦 煌）

国际文化博览会来临之际，《我在敦煌做

研 究》主 创 团 队 将 镜 头 对 准 敦 煌 研 究 院

全 职 外 国 研 究 员 史 瀚 文 ，通 过 讲 述 他 与

敦煌之间的故事，展现敦煌文化的传承、

交流、发展。

在《我在敦煌做研究》主创团队眼中，

敦煌是人类的，是厚重的，史瀚文是特别

的，是鲜活的。

“敦煌，是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典

范，也是我们源源不断的灵感源泉和心之

所向。”新甘肃客户端副总编辑、甘肃国际

传播中心副总编辑魏娟说，“当我们再一次

把目光投向敦煌时发现，有位外国学者如

此痴迷于敦煌，令人动容。”

2018 年，美国汉学家史瀚文凭借对敦

煌文化的热爱，成为敦煌研究院历史上第

一位全职外国研究员。此前很长一段时

间，他也是唯一一位长居敦煌的外国人。

“走进史瀚文的故事，也打开了我们看

敦煌的另一个视角。在和史瀚文的交流

中，我们看到了敦煌莫高窟与外国学者的

温 暖 触 碰 ，也 深 深 被 他 的 执 着 与 痴 迷 打

动。这是敦煌文化在今天依然具有的独特

魅力，也是优秀传统文化跨越国度、穿越时

空的共鸣。”魏娟说。

谈起这次创作，新甘肃客户端新闻中

心总监王冠皓很感慨，“这次创作并不容

易，采访提纲和脚本反复修改，记者经历长

期跟拍和多次采访，最终得以成型。整体

的叙事，是以美国汉学家史瀚文的视角，勾

勒出他眼中敦煌的文化盛景和敦煌文化的

魅力。当然，我们想要讲述的，不仅仅是敦

煌的过去，也想讲述敦煌的保护，以及敦煌

对于我们今天的意义。”

新甘肃·每日甘肃网记者郭菡璋说，团队主动策划、精心打磨，

力求在采访拍摄的每一个环节中体现“创新”二字。选取新颖的采

访角度，是“创新”制作的第一步。“我们采取内外联动、融合矩阵式

传播，和敦煌研究院、敦煌市融媒体中心协同策划，精细配合，让报

道呈现更精准、更独特、更迅速。视频中，大家根据他的语言节奏

和表达重点来确定了剪辑点，让访谈内容更加流畅和有逻辑性。”

从精心策划，到精彩呈现，《我在敦煌做研究》诠释了“人类敦煌心向

往之”的独特魅力，绘就了以学相知、万里为亲的文化交融新图景。产品

先后在Facebook、新甘肃APP、HiGansu视频号等海内外平台推出，

在敦煌文博会期间收获良好的传播效果。同时，被人民日报新媒体、中

国日报新媒体等海外账号选用推送，实现全球传播，触达用户上百万。

“何其有幸，我们的家乡甘肃有敦煌；也何其有幸，我们关于敦

煌的报道能获此殊荣。”得知获奖消息后，甘肃国际传播中心记者

刘彦辰倍感振奋。他说，讲好敦煌故事，传播中国好声音是每一个

甘肃媒体人的责任，“今后，我们将更多把视角对准敦煌，让世界从

多彩的敦煌文化中，更好地了解中国胸怀、中国智慧、中国自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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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李欣瑶

在第 25 个中国记者节前夕，第 34 届

中国新闻奖评选结果揭晓。甘肃日报社

记者谢志娟采写的新闻作品《山上种树

心底开花》获通讯类二等奖。

再读这篇通讯作品，依然被“刚强兄

弟”的丰厚人生所滋养。再与作者聊这篇

通讯的创作，一个并不新颖的主题——生

态建设，两个曾被多次报道的“老典型”，却

在谢志娟的笔下，流淌出不一样的故事。

“离你的采访对象越近，越能
捕捉到最真实的东西”

对“刚强兄弟”的采访，实属偶然。

2023年5月上旬，在“感动甘肃·陇人骄

子”发布活动上，谢志娟第一次见到了75岁的

双胞胎兄弟许志刚、许志强。他们自发种树

50多载，让400亩荒山变成了山林，也因此被

授予2022年度“感动甘肃·陇人骄子”称号。

在 灯 火 辉 煌 的 活 动 现 场 ，一 辈 子 和

山、和树打交道的两位农民显得格格不

入。那天谢志娟并没有采访任务，但出于

记者的职业习惯，她一直在观察。直觉告

诉她，这老哥俩一定有故事。

第二天，谢志娟就在酒店的大堂采访

到了许志刚、许志强。她说：“70 多岁的老

人坐在沙发上，局促不安得手都不知道该

往哪放，像是把一棵庄稼放到另一块地

里。”那天的采访虽然素材充足，但谢志娟

总觉得，没有触摸到最根本的东西。

于是，谢志娟又跟着他们一起回到了

通渭县榜罗镇张川村。在自家炕头上，老

哥俩喝着罐罐茶，吃着豆面条，终于回归

到了最安适的状态，“我就觉得所有都合

适了，剩下的采访水到渠成。”

在采访中，谢志娟不仅被“刚强兄弟”

50 多年坚持种树的故事所感动，更是被他

们朴素却又丰富的内心世界所感染。

“他们就像我的父辈，对土地、对自然、

对生活有着朴素、善良、坚定的认知和感

情。他们这些无形的精神，从祖辈那里传承，

又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下一代。这些，其实就

是绵延在每个中国人身上的精神气质。”

谢志娟说，“刚强兄弟”虽然是默默无

闻的个体，却又是千千万万甘肃人乃至中

国人的缩影。他们的示范意义，在于将绿

水青山变为现实，继而在绿水青山中脚踏

实地地构筑着美好的精神家园。

“我想用手中的笔为陇原儿女画像”

同行都说，谢志娟擅长写人。

的确，她写过很多人，有科学巨匠、国

之功臣、艺术大家。但她写过更多的是普

通人，一年四季田间劳作的农民、常常上

演“生死时速”的医护人员、从帮助他人中

得到快乐的志愿者……

她笔下的人物，真实、立体，你仿佛能

够透过文字，看到那个人面部细微的表

情。谢志娟说，我想要通过细节、语言、神

态去呈现一个人，让读者自己去判断，而

不是直接给读者一个结论。

她 的 文 字 ，看 似 白 描 ，但 却 充 满 力

量。长长的话、慢慢地讲，浓烈的感情、缓

缓地流淌。她在不疾不徐地讲好一个人

的故事，讲很多人的故事。

谢 志 娟 说 ，每 一 个 人 鲜 活 生 动 的 故

事，组成了整个时代的故事。这些采访

对象身上所具有的博大宽厚、柔中有刚、

挟而不服、压而不弯的精神，正是我们民

族魂魄的来处，“我有一个心愿，就是用

手中的笔为陇原儿女画像。正是因为有

他们，甘肃故事才如此精彩、中国成就才

如此辉煌。”

“倾听、观察、记录，随时准备
奔赴热爱”

从事新闻工作 30 年，谢志娟对新闻

事业始终保持着敬畏与热爱。

对于她来说，记者这个职业能够让她

穿梭于三百六十行，见证时代的精彩与世

界的丰富；能够提供沃土让她向下扎根，

向上生长；可以时时促人向上，不落伍于

这个日新月异的新时代。

“我很喜欢记者这个职业，我为自己

是一个倾听者、观察者、记录者而骄傲。”

谢志娟说。

“ 要 转 作 风 改 文 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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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 品 。”这 是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对 新 闻 舆 论 工 作 者 提 出

的殷切期望。

谢志娟说，新闻工作是一份始终同人

民群众血肉联系的职业，我们只有不断增

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才能更好地记

录这个时代。

无论何时，有故事的人、有价值的新

闻，总能燃起她采访的热情，她随时准备

着收拾行装、奔赴采访一线。

她说，很感谢那些被采访者，他们教

会了我怎么与人相处、与世界相处、与自

己相处。

而她，也像自己的采访对象那样，在

新闻的沃土上耕耘，心中自有鲜花盛开。

——访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山上种树 心底开花》作者

耕 耘 沃 土 花 自 盛 开

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记者 张雅洁

11 月 7 日，第 34 届中国新闻奖评选

结果揭晓，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系列新

闻专题《探访甘肃湿地》获系列报道类三

等奖。

《探 访 甘 肃 湿 地》系 列 专 题 报 道 ，通

过《祁连山下的盐池湾湿地》《荒漠里的

敦 煌 西 湖 湿 地》《距 离 城 市 最 近 的 黑 河

湿 地》三 期 新 闻 专 题 节 目 ，对 甘 肃 境 内

的几个国际重要湿地进行了深度探访。

记者通过与保护区工作人员一同蹲守、

观 测 野 生 动 物 ，深 入 湿 地 无 人 区 拍 摄 ，

走访湿地专家等形式，采集了大量湿地

里鲜为人知的素材，用渗透人文关怀的

视听语言，展现了甘肃生态保护持续向

好的态势，讲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

生动故事。

“历经大半年时间，我们从河西走到

甘南再到陇中，一路采访过来才真正领

略到我省自然资源有多么丰富。”甘肃省

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戴懿说，“像敦煌的西

湖湿地，如果不是亲临实地，永远不会知

道沙漠戈壁上有那样一片湿地时刻影响

着我们的生活，我们却不认识它。通过

《探访甘肃湿地》系列专题报道，可以让

更多的观众了解湿地的重要性，唤起大

家保护湿地的意识。”

谈 及 这 次 创 作 的 经 历 ，戴 懿 表 示 非

常难忘：“我们在敦煌西湖湿地每天冒着

高温拍摄，当时沙漠地表温度能达到六

七十摄氏度，我们还经历了沙漠里的几

次陷车。尽管我们准备好了防蚊帽、防

蚊水、海事卫星电话、矿泉水等，但中暑

和热射病以及可能遇到的蜱虫、迷路等

各种难以预测的危险依然威胁着我们。”

经 过 记 者 日 复 一 日“ 一 头 汗 、两 腿

泥”的采访，最终完成了有思想、有深度、

有品质的新闻作品——《探访甘肃湿地》

系列专题报道，这也充分体现了记者的

价值所在。“媒体人就是要通过采访制作

出高质量的节目，用最吸引观众、最贴近

观众的方式，推出‘沾泥土’‘带露珠’‘冒

热气’的新闻作品，讲好甘肃故事、讲好

中国故事。”戴懿说道。

现 如 今 自 媒 体 时 代 人 人 都 是 记 录

者，但作为主流媒体记者更需要以敏锐

的观察、深刻的思考和快速的反应，记录

时代的变迁，传递社会的温度。“记者是

记录者，是亲历者，也是守望者，在一次

次蹲点札记、一线观察、走访见闻的过程

中 ，俯 下 身 、沉 下 心 ，认 真 倾 听 、细 心 感

受，才能采制出直抵人心的精品力作。”

戴懿说。

乘风好去，长空万里。今年的记者节

已然翻过“一页”，但记者永远“在路上”。

——聚焦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探访甘肃湿地》

一 场 与 自 然 的 对 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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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5 日，国网陇南供电公司举办

2024 年 QC、管理创新成果发布会，发布

了来自公司各单位的 11 项 QC 成果、9 项

管理创新成果。据了解，国网陇南供电公

司 2024 年 QC 小组活动、管理创新成果

丰硕，共完成了 58 项管理创新、QC 成果，

较上年有所增加。全年申报注册 QC 课

题 110 项，开展管理创新课题 26 项，经各

单位推荐、公司初审、材料评审，共遴选出

20 项优秀成果。

今年以来，国网陇南供电公司高度重

视 QC 小组活动、管理创新等创新工作，

通过举办各类创新培训、发布会等交流活

动等，助力青年人才创新创效，推动青年

创新成果转化，激发青年创新潜能和活

力，弘扬创新精神，营造创新氛围。同时，

持续加强管理创新、QC 活动、质量信得过

班组等创新活动过程管控，强化成果输

出，积极培育优质课题，在创新活动管理

体制、机制上下功夫、想路子，聚焦基层创

新工作面临的重点、难点、痛点问题，针对

性地开展深入调研，加强实践经验总结和

理论研究，逐步培养出一批青创人才，孵

化出一批高质量成果，创新成效逐步凸显。

下阶段，国网陇南供电公司将继续聚

焦生产经营实际问题，不断完善质量管理

体系建设，推动卓越绩效、可持续性管理、

管理创新、QC 小组活动、标准化等工作

走深走实，为企业高质量发展不断贡献原

动力。 （宋小勇）

国网陇南供电公司举办2024年优秀QC管理创新成果发布会
11 月 7 日，随着最后一片长 20

米、重 82 吨的 T 型梁稳稳落在左线

跨安林路特大桥的桥墩上，标志着由

中铁二十一局集团承建的山西中南

部铁路水冶南至安李铁路联络线工

程 T 梁全部架设完成，为全面完成项

目建设任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该 项 目 为 重 载 铁 路 ，线 路 全 长

22.357 千米，桥梁 7 座，需架设 T 梁

77 孔。现场多数桥梁位于曲线半径

400 米的曲线上，曲线半径小、墩身

高且施工场地狭窄。为顺利完成 T

梁 架 设 ，项 目 部 精 心 组 织 、科 学 安

排 ，编 制 专 项 施 工 方 案 ，多 次 召 开

研 讨 会 ，细 化 资 源 配 置 ，制 定 安 全

质 量 与 文 明 施 工 保 障 措 施 ，对 运 、

架施工人员详细交底技术与安全事

项 。 设 备 进 场 前 全 面 检 查，多 次 实

地勘查，布设吊车、运梁车站位，推

演 架 设 过 程 ，项 目 领 导 班 子 全 程 盯

控，确保 T 梁顺利架设。

该项目属于山西中南部铁路集

疏运系统，是“公转铁”建设项目。项

目建成后将形成一条煤炭运输便捷

路径，方便将煤炭运往安钢集团、安

阳电厂和水冶地区工业企业，完善安

阳铁路运输条件，对发挥安阳区位优

势、加快建设豫北区域性中心强市、

打造新型工业基地有积极推动作用。

（周礼平）

中铁二十一局承建一铁路项目进展顺利
近日，方大炭素 2024 年三季度

医疗资助款已经全部打到员工的银

行 账 户 上 。 其 中 包 含 员 工 父 母 、员

工 配 偶 、员 工 子 女 的 医 疗 资 助 款 。

三季度医疗资助款共计支付了 24.1

万元。

据 了 解 ，在 方 大 炭 素 众 多 的企

业福利中，有一项医疗资助性的福利

政策，就是根据国家医保政策，在医

保报销后属医保范围内的个人自付

部分，企业将予以“兜底”全额资助，

不让员工多花一分钱。而这项福利

政策，不仅员工本人可以享受，员工

的父母、配偶、子女均能享受。据统

计，三季度有 65 名员工、191 名员工

父母、21 名员工配偶和 17 名员工子

女受到资助，个人最高医疗资助费用

达 18965.29 元。

该公司设备部员工小贺高兴地

说：“这次企业为我父亲报销了 1 万

多元的医疗费，我们全家都很感动。”

公司焙烧厂的张师傅说道：“这次企

业给我家报销了医疗费用，让我们全

家感受到了来自企业最贴心的温暖

和坚实的保障。作为一名班长，我要

把企业当成自己的家，带领全班组员

工创新工作方法，开展精细化操作，

保质量、降成本、增产量，为企业发展

贡献自己的力量。”

（洪万有）

方大炭素发放员工医疗资助福利

本报兰州新区讯（新甘肃·甘肃

日报记者魏晓倩）11 月 8 日上午，由省

委宣传部主办，兰州市委宣传部、兰

州现代职业学院承办，甘肃文明网、

中国甘肃网、兰州文明网协办的 2024

年甘肃省道德模范走进文明城市基

层巡讲活动启动仪式暨首场报告会

在位于兰州新区职教园区的兰州现

代职业学院举行。

活 动 现 场 ，於 若 飞 、郭 万 刚 、尹

建敏、商思秋、班玛南加 5 位道德模

范分别讲述了各自事迹。他们有的

在 抗 震 抢 险 、应 急 救 援 一 线 出 生 入

死、义无反顾，用无私奉献托起生命

的“蓝天”；有的四十年如一日，战风

沙，斗严寒，用汗水和心血谱写了一

曲 让 沙 漠 披 绿 生 金 的 时 代 壮 歌 ；有

的 退 伍 不 褪 色 ，一 次 次 在 引 黄 大 渠

中 救 起 落 水 的 群 众 ；有 的 扎 根 陇 原

大地，在聚力脱贫攻坚、助力民族地

区群众增收致富的生动实践中实现

人 生 价 值 ；有 的 牢 记 使 命 担 当 ，让

“消防蓝”竭尽所能守护人民群众的

安全和幸福。模范典型的事迹各不

相同，但都闪耀着道德光芒，传递着

精神力量。

本 次 活 动 通 过 走 进 文 明 城 市 基

层巡讲的方式，大力宣传道德模范在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中的感人事

迹，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

年大学生以道德模范为榜样，立报国

强国大志向、做挺膺担当奋斗者。

启动仪式后，活动还将在金昌、

嘉峪关等全国文明城市，天水、张掖、

武威、白银、庆阳等 5 个地级提名城市

开展。

甘肃省道德模范走进文明城市基层巡讲活动在兰州新区启动

（接 1版）

“参加进博会很多次，每次带的

麻鞋基本上都是销售一空，这次进博

会带的麻鞋也快卖完了，就剩这些不

多的展品了！”李雪顾不上和记者多

说，又忙了起来。

趁 着 李 雪 忙 碌 的 空 当 ，记 者 细

细 看 着 摆 放 在 展 台 前 的 甘 谷 麻 鞋 ，

每一双麻鞋都用麻线一层一层紧紧

纳 在 一 起 ，摸 起 来 十 分 厚 实 。 再 看

鞋面，绣有各种不同的精致图案，很

是精美。

“每一双麻鞋都是纯手工制作，

非 常 费 工 。 基 本 一 双 麻 鞋 ，一 个 女

工 独 立 做 出 来 需 要 3 到 4 天 时 间 。”

李 雪 告 诉 记 者 ，传 统 工 艺 制 作 的 麻

鞋 ，具 有 舒 适 透 气 、吸 湿 吸 汗 的 特

点 ，因 此 特 别 受 气 候 较 为 湿 润 的 南

方市场欢迎。

为什么麻鞋出自甘谷呢？

“甘谷县地处渭河中游，属温带

季风半湿润地区，雨量适中，适宜麻

种植。甘谷种植栽培麻的历史可以

追溯至东汉以前。这里种植的麻以

‘色白有光泽，耐湿且抗腐，韧长弹性

好’而名扬关中，是制作麻鞋的首选

原料。”李雪向记者娓娓道来。

据了解，近年来，天水市甘谷县

在做好“甘谷麻鞋”技艺保护传承工

作的同时，积极推进甘谷麻鞋产业发

展。目前，甘谷麻鞋的销售遍及全国

23 个省区市，远销意大利、美国、西班

牙等 17 个国家和地区。

陇上非遗惊艳亮相进博会

近日，宕昌县官鹅沟森林公园色彩斑斓、美景如画。 新甘肃·甘肃日报通讯员 刘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