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玩过拍手游戏吗？
大家有多久没有玩过了？
我曾拍摄一张照片，两位老
人在街边玩拍手游戏。到
了这个年纪，还有人陪着玩
这样的游戏，是不是很温
馨、很浪漫？我是一个 20
多年战斗在新闻一线的老
记者，刚才的这个温暖瞬
间，是我100多万次相机快
门中的一次，这样的百姓故
事我拍了很多。

我曾在人民公园拍摄
一组照片，当时 61 岁的市
民白敏杰将一条带子绑在
父亲身上，另一端挂在自
己肩膀上。他将个子不太
高 的 父 亲 固 定 在 自 己 胸
前，扶着他走路、锻炼，走
了几分钟，老爷子累了，白
敏杰就扎个弓步，让父亲
坐在自己的腿上喘口气，
休息一两分钟后，站起来
继续锻炼。这一圈大概有
300 多米，他们中间歇了 4
次。白敏杰说：“我要每天
带他锻炼，怕他一旦卧床，
就再也站不起来。”我们小
时候走不动了，喜欢坐到
爸妈腿上休息，但父母老
了，走不动了，却很少有人
能让父母坐到自己腿上。
白敏杰的孝心让我热泪盈
眶。第二天《郑州晚报》编
发了这篇稿件，标题是《当
你老了，走不动了……》。
孝心很平凡，孝心也能感
动众人，这条新闻当年获
得河南新闻奖二等奖。最
近，回访白敏杰，得知老爷
子已经过世，我的采访留
下了老人最后的影像。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
心。做记者这么多年，参加
过的大型采访有很多，但我
更喜欢的还是发生在身边
的人间烟火。20多年里，我

最喜欢背着相机走遍郑州
的大街小巷，寻找最接地气
的郑州故事，拍摄最生动的
人间烟火。摄影记者习惯
把这种采访叫“扫街”，扫街
就像拆盲盒一样，蕴藏着无
限可能，可能跑一天一无所
获，也可能下一秒就会遇见
意想不到的精彩。精彩有
可能来自大雪之夜凌晨 4
点扫雪的环卫工人，也有可
能是爱心粥屋里冒着热气
的免费早餐。

近几年，融媒体时代到
来，“短视频”是绕不过去的
坎儿。不懂视频的运镜常
识，学！不会用镜头讲故
事，学！不会视频的编辑，
学！几年里，我用坏了两
台无人机，学会了使用稳
定器、全景相机，短视频的
拍、编、播都已不是问题。
最近一两年，我拍摄的优
质视频素材频频被郑报旗
下各平台使用，成为报社

“中央厨房”全能“采购员”。
2022 年七一前，作为

郑州市记协红色故事宣讲
团成员，现场拍摄制作的

“嵩山脚下 3 万人合唱”短
视 频 全 网 播 放 量 近 1000
万 ，正 能 量 收 获 了 大 流
量。今年八一建军节我编
辑制作的“800 架无人机编
队致敬中国人民解放军”，
全网播放量200多万，大家
纷 纷 转 发 并 在 视 频 后 留
言，传递对军人的敬意。

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
我们有责任用积极向上、受
众喜闻乐见的内容去赢得
更多流量。还好，我这个老
记者没有被时代发展的洪
流给抛弃。“马”不停蹄，我
还奔波在路上。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

马健

记录消防员“最美睡姿”

2016 年 12 月 30 日，又是一年即将过
去，四环之外的一家沙发厂凌晨突然失
火，消防员连续奋战。我赶到火灾现场时
大火已被扑灭，这些20多岁的小伙子正趁
着灭火间隙或躺或卧争取能眯一会儿。

正是寒冬季节，-2℃的天气，年轻的
消防员们太累了，他们来不及收拾，也顾
不上地上的湿和脏，就合衣躺在了墙边和
梯子上。这样的场景让人忍不住把目光
从弥漫着烟火的厂房转到他们年轻的面
庞上。我迅速拍下这感人又让人心疼的
一幕。正是这些年轻的小伙子在用热血
和热情护卫着这座城市的安全。

“看年纪，他们和我弟弟差不多。他
们用稚嫩的肩膀为大家的安全护航。向
消防官兵致敬！”这张图片随着文字一起
出现在《郑州晚报》客户端，网友被消防指
战员的辛苦付出感动，纷纷点赞“最美睡
姿”，表达对消防员的敬意。

和郑州消防员打交道已有10多年，从
最初的陌生到后来的感动，报道角度也由
火灾过后残破的建筑物转换到这个勇敢坚
毅的群体。每一次浓烟消散、火苗尽熄都
想通过文字、图片和视频表达对他们更多
的敬意。

“菜刀哥”李隆、“抱火哥”刘祥团、抢
险“排头兵”张奇……最美逆行，向死而
生！哪里有灾害，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
一旦发生警情，他们仍然会冲在第一线，
义无反顾。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 汪永森

梁宸瑜在北京踩着泥泞采访

雨后，光脚赶赴洪灾现场

今年8月初，北京遭遇特大暴雨，河北涿
州遭受洪灾。作为一名资历尚浅的记者，带着
任务，怀着忐忑，我与两位同事踏上了这段特
殊的旅程。

短短一周，我们走过暴雨后泥泞的北京街
头，赶赴被肆虐洪水包围的涿州，参与救助深
入灾区被困的志愿者，来过、看过、写过，令我
记忆深刻的事情太多……

洪水退去，北京门头沟道上尽是污臭淤
泥。我与同事脱掉鞋子，赤脚走在小区内及膝
的淤泥中，敲响数家受灾居民的家门，一次次
确认，还原了暴雨下“半小时积水淹没到腰”的
惊魂时刻。

难忘一张张情绪复杂的面孔。赶赴涿
州后，我与同事来到了受灾最严重的刁窝镇
救援现场。全国各地的驰援力量汇集在这
座之前并不出名的小城，被救居民感激的道
谢、与被救亲人重逢时的激动落泪、救援人
员难掩疲惫却依然坚毅的面孔，深植于我的
脑海中。

7 天经历，我写了 4 篇通讯、6 篇消息稿，
记录着我们的所见所闻，也变成了我宝贵
的经验财富。这次经历让我深刻意识到，
当赶赴突发现场中，所有的杂念都应该被
抛却，只留一名媒体人亲身践行新闻“四力”
的初心。

触摸时代脉搏，感受现实温度，记者这个身
份的荣光一直在现场。走在这样一条路上，我荣
幸之至，也倍感珍惜。期待未来的每次碰撞，期
待让更多声音在时代浪潮中激扬风采。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 梁宸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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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一场永无止境的修行

今年，是我入职郑州报业集团的第十个年
头了。从大学毕业，到早期的文字记者，再到现
在的夜班编辑，从青涩懵懂的少年，再到有责任
心的资深采编人，十年，改变了我太多，也让我
成长了太多。这期间，和改变成长并存的，是始
终绕不开的“学习”二字。

古人云：“学无止境，行以致远。”当文字记者
时，从题材的策划，到采访的问题等要提前做功
课；当夜班编辑更甚，稿件的选择、版式、标题、内
容删改等，对我来说都是一门新学问。

记得有一次，我编辑一篇关于“豫剧艺术节剧
目展演”的稿件，其中展演剧目多达26个，我想既
然是“豫剧节”，就在标题上用上了“豫剧”二字概
括这些展演。然而校对小梅很快提出疑问，她问
其中一部“江苏梆子现代戏”是否属于豫剧范畴。
我也被问蒙了，经过资料查询，了解到梆子戏源于
豫剧四大声腔之一的沙河调，江苏梆子是豫剧在
江苏徐州一带的称呼，是豫剧流入徐州地区与当
地方言土语结合，吸收当地曲艺、民歌等音调发展
而成。这才了解其中渊源，若不是校对的疑问，或
许我仍是一知半解。

工作中，像上面这样“收获满满的一天”几乎占
据了日常。作为主要负责文体、经济、时事的编辑，
除了要学习元宇宙、emo、出圈等新词热词，还要对

“巴以问题”“俄乌问题”等事件深入了解。要编好一
篇稿子，不断学习，不断进步，是必要的职业素养。

近期，集团新入职的年轻人来夜班体验学习，
编前会上，他们积极发问、充满好奇心，一些看似
简单的问题让我醍醐灌顶，不禁发出“为什么我从
来没这样想过”的感慨。这件事情也让我意识到，
学习是没有止境的。在下一个十年，我依旧要保
持初心，不断挑战自己，勇攀高峰。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 叶霖

“解堵专家”杨华民、“犯罪克
星”刘成晓……作为一名政法线
的记者，平时和公安接触较多，
回眸采访经历，脑海里便不由
自主地浮现出那一抹抹“警察
蓝”的身影。

这次我想说说被其同事誉
为“土郎中”的郑州交警徐亚
明，看他是如何发现道路上的
痛点和病灶，通过“望闻问切”
成功打通郑栾高速 K3 公里的

“任督二脉”。
郑栾高速 K3 公里是连接

绕城高速的重要转换点，在南
向北方向的东半幅，郑栾高速
将近一半的车流量要转向绕城
方向，每逢高峰时段必堵。

今年3月29日，我在现场看
到，该路段通过增设指示牌、施
划标识标线、匝道引导区前沿等
措施，已变得通行井然有序。

而改变该路段拥堵问题的
正是郑州市公安交通管理局高
速交警二支队的徐亚明。

为了更清晰、更全面地了
解此处事故发生成因，方便下
一步对症下药，徐亚明借助无
人机，将本路段道路、车流、车
速变化等情况进行详细记录；
处理交通事故时，徐亚明不但

善于观察事故现场，还会查看事
故车辆的行车记录仪，逐一掌握
车辆途经此处做出的反应……
徐亚明又自学视频编辑电脑软
件，将发现的问题制作成视频，
及时向支队汇报了详细情况。
支队非常重视，结合徐亚明的
整改意见，对该路段进行了综
合整治。

徐亚明只是我采访历程
中的一个缩影。此刻，我想起
了主动沟通周边单位停车场
为民解决停车难、针对潮汐车
流改变红绿灯通行时长、通过
微博等新媒体组建交通志愿
者团队的“解堵之王”杨华民；
想起了破获“9·23”系列特大
抢劫案等案件的当代“花木
兰”刘成晓。面对尽心尽力只
为筑牢这个城市平安的他们，
每一次触及，都无疑是对自己
记者历程的一次触动和鞭策。

庆幸可以遇到这么多优秀
的人。随着即将步入冬季，徐
亚明又投身于下一个痛点和病
灶的诊治当中。我也时刻准备
着，为下一个采访整装待发，
随时准备赶赴新闻一线。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
张玉东

2023，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10周年。对于头一回参与“一带一路”
大型国际会议报道的我来说，无疑赋予
了我一段终生难忘的美好回忆。

不久前，当得知我有可能参加第三
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报道
时，既兴奋又忐忑，因为我知道，和时政
记者、财经记者等一样，做国际新闻也是
有一道专业门槛的，比如语言关、文化关
等，对我是一个不小的挑战。经过梳理，
有关知识点及新闻点逐渐清晰起来。

10年携手共进，10年春华秋实。这
注定是一场振奋人心、群英荟萃、共襄
盛举的金秋盛会，也让我对北京之行充
满了期待。

10月17日至18日，第三届“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10
月16日，位于国家会议中心E1、E2展厅
及前厅的高峰论坛新闻中心启用。当
我进入其中时，各国记者也已提着大包
小包、扛着“长枪短炮”进来了。

短短3天，由于名额有限，我都是单
兵作战，文字、图片、视频“一勺烩”，边
记录、边拍摄、边写稿成了我工作的新
常态。虽然每次采访拍摄几乎都是来
去匆匆，但我始终把每一次采访都当成
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全力以赴。

作为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高峰论坛的开场活动，10月17日下午，
由中国贸促会、国务院国资委、全国工

商联共同举办的“一带一路”企业家大
会顺利举行。当大会结束，我在寻找合
适的采访嘉宾时，在一堆堆的中外记者
同行中见到了俄罗斯塔斯社的铁马。

在采访间隙，他主动和我打起了招
呼。我惊讶于他的中文水平，交流探讨
几乎无障碍。他说，这次采访之旅让他
很快乐，不仅了解了共建“一带一路”10
年来的成果，也了解了很多中国文化。

这是友谊的开始，一切刚刚好。
当然，我还和巴西、刚果等同行进行了
沟通。

10月18日，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
际合作高峰论坛结束之际，外交部长王毅
在新闻中心举行中外记者会，介绍了高

峰论坛重要成果。一组数据令人振奋：
本次高峰论坛有来自151个国家和41个
国际组织的代表来华参会，注册总人数
超过1万人，各方共形成458项成果、企
业家大会达成972亿美元商业合同……

这个“万人盛会”说明了什么？我
听到最多的答案是：共建“一带一路”从
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实践，从理念转化
为行动，从愿景转变为现实，显示了共
建“一带一路”的巨大感召力和全球影
响力！

前路还长，肩上有责，脚下有泥，心
中有光，才能不辜负这个灿烂时代，也
终将抵达“诗与远方”。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 石闯
昨晚，马健在“好记者讲好故事”特别节目中讲述郑州故事

石闯（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采访

汪永森（左）暗访消防设施张玉东（右）与交警徐亚明在采访现场

叶霖随时记录身边的美好瞬间

20多年，按下100多万次快门

跟随公路“土郎中”再出发

参与“万人盛会”终生难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