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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电视台的报道我看了，虽然是一家人，
但我还是被感动了。唉……遗憾的是老李没看
成，这一段时间，一直让他躺在床上休息。”电话
里，老李的妻子声音有些无力，她停顿了几秒钟
后，干咳了两声，“再过一段时间，可能要进行心
脏搭桥手术了，这一段一定得让他静心休养。”

老李的妻子说，老李生病后，家里最让她放
心不下的就是小女儿，“唉，真是委屈她了，每天
放学连顿正常饭都吃不上”。电话挂断前的几
秒钟，老李的妻子一直叹息。

说起《讲述》栏目记者李鹏，老李的妻子充
满了感激，“李鹏也知道了老李生病的事，经常

打电话询问病情，远在北京的记者还这样一直
关心着他，我们真的很感动”。

“送水哥”节目播出前一天，李鹏给我打来
电话：“过两天，我们单位一个同事要去郑州，我
给李大哥买了些北京特产，麻烦你帮忙替我同
事联系一下，把东西给李大哥送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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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央视一套和新闻频道后继央视一套和新闻频道后
央视十套“讲述”送水哥的故事
专门拍摄《郑州晚报》关于送水哥报道的样报
使用了晚报记者拍摄的多张照片
两名记者在郑州住了一周
天不亮，他们就陪送水哥一起送水、一起找绿化工程
一直忙到深夜，他们才回宾馆休息

昨日中午1点45分，央视十套《讲
述》栏目以“街头‘送水哥’”为题，播出

“送水哥”新闻专题。这也是继央视一
套和新闻频道之后，央视第三个频道
报道“送水哥”事迹。

节目以 4 张晚报记者拍摄的“送
水哥”图片为开头，对这位3年来坚持
为农民工送水的“草根英雄”作了详细
报道。

晚报记者 常亮 文/图

关于《讲述》
《讲述》是中央电视台品牌10

套的品牌栏目，是一档以外拍为
手段的口述体纪录片栏目，是中
国率先引入纪录戏剧理念的讲故
事的栏目，《讲述》的节目兼具感
性的色彩和理性的光辉，旨在通
过提炼公众普遍认同的精神内核
来始终追求能够引领时代与人类
的恒久价值。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又是
巨大的，一个个平凡的或是不平
凡的人都满怀着时而静谧、时
而 澎 湃 的 情 感 生 活 着 、努 力
着。这许许多多真实的感情倾
诉出来，就汇聚成一个以情动
人、以情慰人、以情励人、充满温
情的栏目——《讲述》。

《讲述》以强烈的故事性、细
腻丰富的情感，打造了 CCTV 的
一档口述体纪录片日播节目。它
展现了普通人精彩的人生故事，
给观者以人生启迪。它以洗练
的形态，来承载最恢宏的人生百
态，以一种特有的人文关怀为那
些珍视人性的真善美和人类价值
的人们，守护着生命的源头和灵
魂的中心。

专门拍摄《郑州晚报》关于送水哥报道的样报

“郑州是河南的省会。城市的繁荣与发达，
每年吸引着大量农民来到这座城市谋求发展
……从 3 年前开始，大桥下的农民工惊喜地发
现，有人在悄悄地给他们送水……”节目开头，
再次重现了“送水哥”李老发一直保持低调、默

默坚持3年多为农民工兄弟送水的场景。
在介绍怎样发现“送水哥”时，《讲述》栏目

说：“2011 年 6 月，经过《郑州晚报》记者数月的
追踪采访，送水人的神秘面纱被逐渐揭开。之
后，这个名叫李老发的中年男人，相继被多家

中央媒体跟踪报道……”
电视画面中，除了专门拍摄9月24日《郑州

晚报》封面图文并茂刊发“央视焦点访谈报道送
水哥”的样报外，晚报记者拍摄的多幅摄影图片
陆续出现在节目中。

在片长 20多分钟的节目中，央视记者全程
跟随老李在街头奔波找绿化工程和送水，让人
动容。

“绿化，现在还没说这事呢。”老李在一家公
司门前，咨询绿化工程的时候，一位负责人这样

回答他。
“还没考虑到这一块，是吧？”老李依旧想争取。
“差得远着呢，楼还没盖呢！”
带着无奈，老李又来到了另外一个工地。

“当女儿和妻子还在熟睡时，李老发已经开

始送水了……”从家里提到电梯，再从电梯运到
地下室，最后，当他把所有的水桶都提到车库门
口的时候，老李弯下了腰，双手紧按着水桶，静静
站在原地。此时，我们从电视里清晰听到他急促
的喘气声。

全程跟老李送水，《讲述》栏目记者深知老李的辛苦

央视记者拍摄老李找绿化工程途中，遇见
的一件事，《讲述》栏目却用了长达五六分钟的
时间，详细记录了老李如何救助路边一位流浪
者的过程。

“老先生，上哪儿去呢？准备上哪儿呢？你
准备上哪儿呀？”由于乞讨者始终一言不发，热心

的老李满脸焦急，同样的话，他一连问了数遍。
最终，老李联系多个部门后，开车把乞讨者

送到了附近的养老院。
“流浪老人已经得到救助机构妥善安置，这

个消息让他非常欣慰。”当老李接到相关部门
打来的电话后，他的心才完全放下来，脸上绽放

出轻松的笑容。
“这是我们一起找活儿途中遇到的一件事

情，我觉得特别真实。”再次提起这件事，《讲述》
栏目的记者李鹏依旧记忆犹新，“通过这件小
事，我们能清晰地感受到老李那份发自心底的
爱心”。

因为采访“送水哥”新闻，我与《讲述》栏目
的记者李鹏多次接触，也成了很好的朋友。

10月份，李鹏和一位摄像记者来郑州拍摄
“送水哥”，为做好本次报道，两个人在郑州住了
一周。

“每天早上天不亮，我们就来到老李家，陪
他一起送水、陪他一起找活，一直陪他忙到深
夜，我们俩才回宾馆休息。”和李鹏多次聊天中，

听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们想用最真实
的镜头去记录他的生活。”

在李鹏心里，除了老李的爱心打动他之外，
由老李送水所引发的“关爱农民工爱心传递活
动”也给他带来了不小的感动。

桥下农民工从热心市民那儿领到日用品时
灿烂的笑脸，一位农民工穿上热心人送来的衣
服时那幸福的表情……一张张晚报曾刊发的照

片，再次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的时候，我们不仅又
一次回忆起，那一场场“草根之爱”在郑州持续
传递时的感人画面……

就像节目中的最后一段话：“明天对他来
说，是个新的开始。而按照惯例，明天李老发还
要早起送水。爱在继续，也会有越来越多的热
心人和李老发一起，用爱心和坚守，让这些送水
点，成为城市里农民工最温暖的角落。”

《讲述》栏目记者李鹏委托同事给老李送点北京特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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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水全部掂到地下车库，老李累得站在水桶
边，休息了好长时间。

路上偶遇一名流浪者，老李喂他吃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