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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振中郑大谈穆青
“勿忘人民”，是穆青做记者的心得
“跟新闻战线‘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是一样的”

“1937年参加革命，1942年调到延安《解放日报》当记者，穆青长达61年的新闻生涯，我难以全面阐释。穆青说过，人民群众是新闻的主角，千
百万群众的社会实践应当是无产阶级新闻报道的主要内容，也是检验我们新闻报道正确或谬误的标准。”在著名新闻记者穆青逝世十周年前
夕，郑大新传学院院长南振中以“勿忘人民”的警示价值为题谈感悟，带领大家一起进行了一场精神洗礼。 郑州晚报记者 张竞昳/文 马健/图

“勿忘人民”是穆青 25 年前
提出来的。1988 年 4 月，穆青到
福建省厦门市调查研究，在大家
的恳请下，为福建分社题词“勿
忘人民”。十几天后，福建省一
位新华社通讯员请穆青同志题
词，穆青又一次题写了“勿忘人
民”四个大字。1990 年 12 月，

《安阳日报》记者到北京向穆青
汇报情况，临别时请穆青题词，
穆青在笔记本上写的还是“勿忘

人民”四个字。
为什么反复题写“勿忘人

民”？南振中说，这里面的故事
在《穆青论新闻》可以找到答
案。书中有一篇文章写道：“前
不久，一家地区报的一位记者问
我：‘记者怎样才能尽快成才？’
我告诉他，记者不能整天想着成
才。成才没有捷径，也没有秘
诀。我为他题写了‘勿忘人民’
四个大字，勉励他把根牢牢扎在

人民群众之中。”3 个月后，穆青
在接受《新闻记者》杂志记者采
访时说：我告诉《安阳日报》的两
位记者，“要牢牢记住人民，只要
对人民有感情，就能写出好新闻
作品。我们需要那种同群众有
血肉联系、对群众有深厚感情的
记者，而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把
自己放在人民之上、放在党之上
的记者。我给他们题写‘勿忘人
民’这四个字，就是这个意思”。

南振中说，当前，新闻战线
“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
日渐深入。在这样的背景下，穆
青所提的“勿忘人民”的警示价
值进一步显现出来。就此，南振
中讲了几个故事。

“勿忘人民”
因为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

1960 年 5 月 8 日，毛泽东在
郑州接见来我国参观访问的拉
丁美洲 8 个国家的朋友，事后，
他将新闻稿中“热情地称赞中国
人民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所取
得的伟大成就”段落中的“在毛
泽东主席领导下”几个字删掉
了。毛泽东说，没有毛泽东中国
人民就取不得成就了？这是唯
心史观，不是唯物史观。南振中
说，在他看来，“人民，只有人民，
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实
践证明，过去打仗，靠的是人民；
现在建设，靠的还是人民；一切
成就都来自人民自己的努力。”

“勿忘人民”体现了马克思
主义的“群众观”，其警示价值至
少有三方面：勿忘人民的主体地

位，殚精竭虑为“民族脊梁”立
传；勿忘人民的哺育之恩，身居
高位与基层百姓鱼水相依；勿忘
人民的根本利益，谨防“惹怒上
帝”的不正之风。

“勿忘人民”
要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

南振中说，穆青不仅是“勿忘
人民主体地位”的倡导者，更是

“勿忘人民主体地位”的践行者。
1942 年，穆青进入延安《解

放日报》社的第二天，为了采访
劳动模范赵占魁，他和同事张铁
夫与赵占魁同吃同住同劳动，一
起生活了 20 多天，描写出了赵
占魁质朴、平凡而又伟大的工人
形象。

在战争年代，穆青给人们留
下了许多英勇指战员的光辉形
象；在和平年代，他依然殚精竭
虑为“民族脊梁”立传。长篇通
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
禄》《铁人王进喜》《为了周总理
的嘱托——记农民科学家吴吉
昌》……穆青笔下的典型人物，
写一个，活一个，响一个，震撼了

几代读者的心灵。

“勿忘人民”
一辈子为人立传没写过自己

南振中说，穆青写了一辈子的
人物，却没为自己写一部“自传”，而
是把一生撰写的人物通讯汇集成
册出版了一本《十个共产党员》。

著名新闻工作者范敬宜在
序言中写道：“您是一位幸福的
新闻工作者。第一，您有幸亲身
经历了跨度达 50 年的伟大历史
性变革，亲眼见到那么多的英雄
人物；第二，您有幸写出了那么
多震撼人心的作品，至少有两代
人受到您作品中英雄模范人物
的感染和熏陶；第三，您有幸受
到那么多您报道过的主人公们
的深情厚爱，比如植棉劳模吴吉
昌，把您当作世界上最亲的亲
人。这种幸福不是所有新闻工
作者都能享受得到的……”

《十个共产党员》是穆青纯
真信仰的结晶，老百姓说，穆青
是“第十一个共产党员”，张严平
撰写的《穆青传》是《十个共产党
员》的续集。

第一次近距离接触
“那天，穆青在我身边讲话时几度落泪”

“1996 年 10 月，穆青辞去新华社社长职务 4 年之后，
中国记协和新华社联合主办了‘穆青新闻作品研讨会’。
闭幕那天，穆青敞开心扉，回顾了自己的成长历程，那一
天，我就坐在穆青身旁。”南振中回忆着，娓娓道来。

“他比我大 20 多岁，总是喊我小南。”南振中说，穆青
那天说的话，他一直记忆犹新：“我的一生都离不开人民的
哺育。年轻的同志没有见过旧社会我们的人民有多苦。
我是亲眼看到的，特别是我们河南，更是个贫穷落后、苦难
深重的地方。为此，我从小就有一个朴素的救国救民的愿
望，参加了共产党，这个愿望就变成了终身的理想。我永
远忘不了在战争年代，处处可以看到我们的老百姓怎样地
支援战争、支援抗日。父亲战死了，儿子去；哥哥战死了，
弟弟去……老百姓牺牲了多少人，救了多少伤员，掩护了
我们多少同志……凡是有这种经历的同志都会有这种感
受：我们不能忘记老百姓的恩情。”

南振中说，坐在自己身旁的穆青几度落泪，他也理解
了穆青为什么念念不忘人民群众的“滴水之恩”。

第一次近距离聆听教诲
“勿忘人民”的根本利益，谨防不正之风

1985年3月，新华社召开年度国内工作会议。在讨论
新华社干部队伍素质问题时，南振中发言说，即使在封建
社会，也有一些廉洁的人和品格高尚的人。郑板桥当了
12 年县官，却是“宦海归来两袖空”。难道我们共产党人
的品格还不如郑板桥？

刚说到这里，参加小组讨论的穆青说：“小南，我插几
句话。郑板桥有一首画竹诗：‘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百姓
疾苦声。吾曹些小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我喜欢这首
诗，因为我的思想与这首诗是相通的。你想，封建朝代的
县太爷能够写出这样的诗，表现出关心民众疾苦的情怀，
我们是人民记者、共产党员，理应做得更好，应该更加体恤
民情。”

这是南振中第一次近距离聆听穆青的教诲，“这一年
4 月，我担任了新华社总编辑室副总编辑，10 个月后又担
任了总编辑室总编辑。同穆青朝夕相处，经常听到他对不
正之风的抨击。”

2003年10月11日穆青不幸逝世，南振中写了一篇题
为《堂堂正正，别无所求》的悼念文章，寄托哀思，他说，穆
青的“胆”与“识”激励着新华社的编辑、记者，正是如此，从
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新华社数以百计的农村
记者深入到穷乡僻壤，采写了大量推进农村改革的稿件，
为亿万农民摆脱贫困作出了积极贡献。

释来历“勿忘人民”，就能写出好新闻作品

讲故事“勿忘人民”，跟如今新闻战线“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是一样的

谈经历
“我比穆青小20岁，他总是喊我小南”

南振中在郑州大学作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