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一种工作，从凌晨 3 点开始；有一种工
作，一年365天不停；有一种媒体，全天24小时
不离身；有一种新闻，带着我们的体温。

这，就是郑州的第五媒体——中原手机报
和新媒体编辑的工作。

手机报和记者节很有渊源。2009年的第十
个记者节那天，中原手机报在市委宣传部的关
心指导下正式上线了。接下来的11月25日，那
年冬天的第一场雪，比往年来得既早、又大，是
郑州近 50 年来的最大一场雪。当天早班编辑
们像平时一样，凌晨3点开始工作，发现在下大
雪，当即决定在当天的内容中增加天气预报和
出行提醒。我说:“最好告诉读者，雪到底有多

大多深，是否影响出行。”于是一个编辑拿着手
机冒雪跑到室外了解雪情，当日7点15分发送
给读者的早报封面标题是《郑州大雪过脚踝，上
班出行要当心》。

由于雪太大，市民的工作和出行也受到极
大影响，当天郑州出版的大多报纸无法及时投
递给市民，市委、市政府发出的扫雪令也无法
送达，这时我们的总编辑想到了刚上线不久
的手机报，安排我们迅速把扫雪令、天气状
况、交通状态以及雪天开车、出行的注意事项
做成一份手机报，用快讯形式发出去。同时，
又和移动公司协调，把我们做好的内容导入
郑州移动应急群发平台。上午 10 点左右，

“扫雪令”送到郑州近 80 万市民的手机中，市
民很快开始了扫雪。短短两年时间，手机报
的全省用户突破20万。

“越是在节假日报纸停刊的时候，越是新媒
体显示优越性的时候”。每年年三十的晚上，春
节晚会刚结束，编辑就开始根据视频整理春晚
新闻稿，大年初一的凌晨3点，又起来做初一的
早报，早晨8点发送之后，很快就有读者在互动
平台上发来信息：大过年的你们也不休息啊，辛
苦了，祝你们新年快乐。

忙忙碌碌中，正是读者的肯定鼓励着我们
更加执著而投入地做好下一期内容。

——杨韫泓 郑州晚报新媒体中心副主任

回想每年的这一天，我们几乎都是在忙碌
中度过的。我们一直在践行着记者这个职业的
责任与担当，体味着记者这份工作带给我们的
光荣和自豪。因为我们离新闻事实很近，离人
民的声音很近。

去年11月，郑州迎来了一个来自全国的媒
体采访团，那些同行在采访城市公交时跟我这
样说：“做你们郑州市民可真幸福啊，一块钱就
可以坐公交！”

9月，太原第六届中博会上，山西电视台的
同行这样跟我“抱怨”，真不应该让你们郑州这
个会展之都先承办中博会，这让后来举办的城

市太难超越了。
就在前几天，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顺利封

关运行，我们在采访台商郭台铭时，他这样说，
一年来郑州的变化太大了，不只是创造了郑州
速度，也让他看到了郑州奇迹。你们的投资环
境还有行政效率全国第一，河南人 Number
One。

每当听到这样的声音，作为一名记录郑州
发展变化的新闻从业者，作为一名郑州人，都为
我们的城市感到特别的骄傲和自豪，带着这样
的心情工作，也觉得干劲特别足。

从去年下半年以来，我市一直致力于抓重

大项目建设、抓民生改善等，郑州变化日新
月异。我们太希望及时地和更多生活在这
个城市里的人分享，一年里，新闻部在原来
一档《郑州新闻》基础上，新增《民生政务》

《项目建设要闻》《政务直通车》以及《郑州发
现》4个栏目，新闻总时长也从原来的18分钟增
加到62分钟。

这一年，我们的工作就像一本札记，它翔实
地记录着这个城市可圈可点的变化。作为一名新
闻工作者，我们不仅仅是在记录和传播，更是在用
心和情传递一种信念、解读一个时代。

——田萌 郑州电视台新闻部记者

我从事新闻工作已经 20 多年了。20 多年
来，我体会到了新闻工作的酸甜苦辣。但在
很多人的眼中，记者是无冕之王，职业很风
光。其实，对于很多老记者来说，骑着自行
车、掂着两条腿或者挤公交去采访都是家
常便饭，有时甚至还要开着私家车拉着被
采访对象去现场；采访时吃闭门羹，为了采
访吃不上饭、深夜还在采访路上奔波再正

常不过了。
我们借着开展走转改活动的机会，要求

每个记者都在基层建立自己的联系点，跟着
被采访对象一起工作、一起感受生活，了解基
层的苦和累，树立正确的新闻观、职业观。记
者通过联系厂矿、企业、学校、街道社区、农
村乡镇等，大家发现了大量鲜活生动的素材，
作出了一批高质量的新闻专题。据不完全统

计，从 8 月 11 日至今，新闻中心走基层的记者
已有 100 多人次，发回专题报道 70 多篇，其中
既有记者看地铁、记者看京沙、记者走进重点建
设工地等多组系列报道，也有报道社工服务站
站长——陈骋、最美丽的乡村老太太——李春
凤、社区民警张黎、创业大学生何永亮等一批来
自基层的优秀人物专题。记者孙大康的感受解
答了很多年轻记者在参加走转改活动前的疑

问：“成绩都是靠脚底板走出来的，不是坐着车
溜达出来的。”

通过走转改活动，在报道中，有关老百姓的
事多了，来自基层的声音多了，套话空话官腔官调
少了。而这一变化最终带来的是记者的新闻线索
多了，稿件数量多了，内容丰富了，采访制作稿件
的水平提升了。
——张红雨 郑州人民广播电台新闻中心主任

作为网络记者，不仅要承担与传统媒体
相同的编采任务，更多的是面对以千万计网
民的诉求。

去年7月，郑州市委、市政府媒体网络
事项督办中心（ZZIC）开设网络民意直通
车——“绿城快递”板块，受理网民诉求，广
泛收集民意和办理媒体网络事项，到今年
7 月由网民为 ZZIC 正式揭牌，网络已经成
为媒体最重要的一部分。

今年10月27日，郑州市网络问政全媒
体平台“心通桥”正式上线。这不仅意味着
今后郑州职工群众足不出户参与社会管理
已变成现实，也标志着覆盖全市的“网络问
政”体系步入了制度化、程序化、常态化。

截至目前共接到网友投诉超过280条，
问题涉及城市管理、教育和物价等多个领
域，相关部门在接到投诉后，第一时间作出
反应并及时公布处理结果，受理率达80%。

不少网友发帖：谢谢“心通桥”为我们提
供了与政府对话的平台。

又到记者节，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没有假
期的节日，在忙碌中践行着记者这个职业的
责任与担当，在忙碌中体味着工作带给我们
的酸甜苦辣。

正是解决问题后网友的感激，才让我们
有了前进的动力。正是这种种感动让我们
铿锵前行。

——付倩 中原网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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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工作就像一本札记

工作，从凌晨3点开始 网友的感激，让
我们有了前进的动力

今天是记者节了，是我们新闻工作者自
己的节日。我以为，一个人如果能把自己的
爱好与工作结合在一起是再好不过的事了，
我就是这样一个幸运的人。

我爱好摄影，又喜欢自己的职业，从事
新闻工作到现在已经三十一年了，在我的记
者生涯中也经历了风风雨雨、坎坎坷坷，有
苦有累也有收获。曾经连续十几年跟随河
南建业足球队采访，也曾和公安干警一起千
里雨夜抓人贩，九八抗洪曾冒着生命危险奔
波在荆江大堤上，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骑
着我的摩托车八年行驶八万四千公里，穿梭
在郑州市的大街小巷。对于这些付出我从
来没有后悔过。

虽然我从事新闻工作三十一年了，我从
未觉得年老，因为新闻工作永远年轻。新闻
工作者永远处在进行时，我们不知道今天将
要报道什么，我们只知道要满怀激情地关注
新的、更新的新闻事件。一位记者曾写下这
样的诗句：“我感到自己选择了一个多么年
轻的职业。就像这个时代从来没有给我一
丝苍老的感觉。”

新闻工作快乐还因为很多很多……
我热爱记者这个神圣的职业，我愿意用

我手中的照相机记录这个时代，记录生我养
我的这个城市的变化。在第12个记者节到
来之际，我也祝愿我所有的同行，工作顺利。

——杨光 郑州日报社摄影部主任

□晚报记者 孙娟

新闻工作是紧张的，新闻工作者的神经永
远紧绷着。

新闻工作是艰苦的，只要有新闻，新闻工作
者总是第一时间冲在第一线。

新闻工作是危险的，一项调查显示，在非军

事职业中，矿工是最危险的，其次就是记者。
新闻工作要为别人做嫁衣，编辑、校对、美

编等许多新闻工作者永远工作在热点新闻的背
后。

为了弘扬正气、为了传回新闻现场第一手
资料，他们迎难而上，克服重重困难，采写了大
量鲜活的报道；为了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弱势

群体，他们不辞劳苦，四处奔波，将爱的希望传
递四方；为了编好稿、主持好节目，他们挑灯夜
战，日日夜夜，分分秒秒，为工作透支着自己的
健康和青春。

苦吗？苦！累吗？累！可他们却从没有
退缩过，后悔过，因为他们深知只有执著向
前，才能不辱一个新闻工作者的神圣职责和

使命。
从文字记者到摄影记者，从出镜记者到多

媒体全方位记者的涌现，一代代新闻人耕耘奋
斗，一代代新闻人用鲜血和汗水铸就了新闻事
业的辉煌。

在这个特别的节日里，让我们一起来倾听
来自郑州市各大媒体工作者的心声。

新闻人，有一种美丽叫做执著

新闻工作永远快乐年轻

汶川大地震时郑州媒体人在宿营地发稿（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