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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忙碌而充实的春节；

这是一个温暖而明媚的春天。

对经济日报的百余名记者来说，癸

巳新春是一次新的征程。在欢乐祥和的

节日，在万家团聚的时刻，我们的记者踏

着积雪、冒着寒风，舍下了小家的团圆，

放弃了难得的假期，踏上农民工专列、长

途客运大巴，走进田野乡村，走进工厂矿

区，走进港口码头，走进社区医院⋯⋯

本报“新春走基层”大型采访活动

于 1 月 26 日启动，百余名记者奔赴一

线，足迹遍及各省区市。在一个月时间

里，我们为读者奉上了一份特殊的新春

礼物——480 多篇生动鲜活的稿件、120

多幅图片，新闻的主角就是基层群众，

故事的主题就是各地学习贯彻十八大

精神的新举措、新思路，用身边人、身边

事讲述“新春故事”。

走下去，我们见证变化。我们的记

者踏上高铁，跟随长途客运班车，与乘客

一起跨省返乡，记录新速度、新举措带来

的新变化。在农家的年货行囊里，在保

障房的年夜饭餐桌上，在不回家过年的

农民工心中，从微观视角、百姓情怀出发

书写的变化，折射着时代的变迁，传递了

各地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温暖。

走下去，我们收获感动。在雪域高

原，藏族老阿妈次松与记者一起迎来藏

历新年，让记者感受到用自己的双手创

造美好生活的幸福。在少有人关注的广

播室、调度室，记者发现了一群“没有春

节和周末的概念，没有白天和黑夜的分

别”的铁路人。正是这些默默无闻的人

们坚守岗位，用自己的辛劳保障着节日

的平安，我们把版面交给铁路职工、清洁

工、公交司机、公安干警、医护人员等默

默奉献的人，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走下去，我们锤炼品质。“新春走基

层”活动已成为新闻战线的一个品牌。

“接地气才能有底气、长灵气”，年轻记

者更好地了解世情、国情、民情，老记者

焕发采写激情，锤炼了品质，传承了精

神，锻炼了队伍。在苗乡侗寨，在天山

脚下，在苏北小镇，我们的记者带着真

情、带着思考，虚心拜群众为师，与群众

的情感纽带日益牢固。

从基层归来，我们满怀激情，收获

颇丰。今天刊发的 9 位记者对新春走基

层的感悟和体会展示了这次活动的丰

硕成果。当前，各地认真学习贯彻党的

十八大精神，转作风、办实事，处处都有

新气象、新面貌。我们将为读者奉上更

多回应热点、文风清新的作品，从这个

春天再出发，把火热实践作为报道的主

题，把百姓作为报道的主角，真正做到

与时代同行，为人民放歌！

新春走基层新春走基层，，我们见证社会变化我们见证社会变化

接 地 气 才 能 有 底 气
王 晋 春节期间，我和同事完成了农

业社会化科技服务体系新模式系列
稿件。这套稿子，我的感想可概括
成 9个字：走进去，跳出来，贴得住。

先说走进去。在采访中，要真
正走进农村，就需要有所取舍有所
深入。在陕西，我先后采访了专家、
学技术的农民、科技示范户、接受技
术服务的龙头企业、白水县分管农
业的副县长、参与组织合作社的农
民等。

再说跳出来。走基层应该往深
里想，我采写的这个好跟别人的好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它背后有什

么机制？以我们这次的主题为例，
农业社会化科技服务体系新模式其
实主要就是新在使用了市场这只
手，建立了利益分配机制。

最后是贴得住。以题目的锤炼
为例，最开始宁夏的题目是《带着农
民干 领着农民赚》，陕西的是《把象
牙塔建到泥巴地》，江苏的是《手把
手 送技术 引领农民齐致富》，而最
后定稿的题目分别是《宁夏农民持
证上岗》、《陕西农民哈佛演讲》、《江
苏农民超市学艺》，既贴近了农民的
视角，又突出了各自特色，显然比最
开始的题目要好得多。

走进去 跳出来 贴得住
本报记者 佘惠敏

走进去 跳出来 贴得住
本报记者 佘惠敏

今年春节，我是在甘肃兰州度
过的。小年刚过，我去兰州榆中县
和平村采访当地农民年货采购的情
况。进了一户人家，户主火大哥是
农村电影放映员，我们想看看他今
年买了什么年货。火大哥一脸茫
然，他介绍，附近镇子上，双日都有
大集赶，时鲜物品一样不缺，没有人
再提前储备年货了。

我 们 又 跑 了 两 家 ，情 况 也 一
样。我有点失望了，怕是采访任务
完不成。但换个角度想，其实年货
在人们生活中变淡了，正是一种进
步的表现。

确实是这样，现在经常说，年味

变淡了，因为个人的娱乐活动多了，
集体的传统仪式少了；年味淡了，因
为物质生活更丰富了。这一多一
少，让人多少有些惋惜，但这正是社
会的进步。

在采访中，我经常给自己预设
主题，在主题下我去见证春节如何
喜庆，回家如何顺畅，收入如何增
长，但实际情况往往出乎我的所
料。观念的变化与社会进步总是形
影不离。走基层，对我来说，不仅仅
是看见和记录，更是要观察和发现
那些游离于我“主题”之外的东西。
那些观念的变化，那些潜藏在人们
心中的渴望，才是真正的主题。

是经历，更是发现
本报记者 孟 飞

是经历，更是发现
本报记者 孟 飞

春节期间，我先后在河北的 4
个县采访，从柏乡县的优质小麦合
作社，到内丘县的幸福乡村建设示
范村，再到崇礼县的滑雪产业、宁晋
县的工笔画村，采访中有些感受。

一是村子变干净了。我的采访
对象——内丘县幸福乡村建设示范
村的保洁员李全福，一大早就起来
打扫鞭炮渣，他的一席话令记者肃
然起敬：“农村垃圾袋、塑料包装
袋太多了，既污染又浪费，记者给
我们反映一下，国家限塑令要坚决
执行。”

二 是 农 村 留 守 儿 童 令 人 心
疼。在柏乡县西汪镇西汪村魏辰

书家，4 个留守儿童正在院子里帮
爷爷扫雪。6 岁的小倩倩瞪着大眼
睛怯生生地看着我们，让记者心
疼，西汪镇党委书记孙志勇眼睛
湿润，他说：“我最大的愿望是老
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孩子们天天
能见到自己的爸妈。”

三是关于改进作风在地方上带
来新变化。往年过春节，村里在外
当官的，基本上都是公车接送，家属
感觉倍有“面子”，今年假期，竟然没
有发现一辆公车，与以往公车滥用
情况形成鲜明对比，确实感觉新风
扑面。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规定
在这里也有新变化。

农村新风扑面来
本报记者 欧阳梦云

1 月 29 日，我踏上从北京开往
沈阳北的 K27 次列车。这样的采
访对我已经不再陌生，但每一次和
采访对象交流，饱含深情地记录时
代发展的点滴，仍旧给我很大触动。

这次新春走基层的采访收获
很多。首先，到基层，除了把握具体
的人物和事例，更要有大的新闻
观。对此把握得越准，写出来的稿
件就越有说服力。这些鲜活的人
物、事件看似简单，但反映的主题却
涉及春节运输、高铁发展、社会风
貌、行业人文等等。只有带着对国
家、对行业发展的认识，来感知采访
的人物，才能真正找准时代的脉络。

其 次 ，带 着 问 题 和 思 考 下 基
层。我乘坐 K27 次列车到达沈阳
之后，换乘高铁去长春。我在出发
之前，就作了一些思考：高铁与普通
列车相比，除了快，其他优势在哪
里？高铁的票好不好买、怎么买？
什么样的旅客选择高铁？高铁对乘
务员有哪些更高的要求？

最后，新闻记者既要力争成为
专家，也要成为杂家，专和杂是不矛
盾的。下基层采访不同于为一事一
人的专题采访，而是要精于筛选、现
场把握、临时采访、迅速成稿的一条
龙作业。新闻的敏感性绝不是天生
的，而是思考和积淀的产物。

找 准 时 代 脉 络
本报记者 常 理

除夕夜，我踏着积雪到江西景
德镇市石岭廉租住房小区和首批
搬进来的住户一起吃年夜饭。江
兴和老人一句话让我很感慨——

“ 我 们 都 20 多 年 没 做 年 夜 饭 了
啊！”原来没有住房的老江，每次年
夜饭都是在亲戚家吃。他拉着记
者的手说，保障性安居工程解决他
家的住房难题后，他开始真正地在
自己家中吃上了年夜饭。也是这
次走基层，记者通过采访了解到，
景德镇这样一个中心城区只有 15
万户的城市，保障性安居工程的房
子已经盖了 3 万套。放大到全国
来看，又该有多少个家庭通过这个
政策圆了“安居梦”。

农历正月初一，我和景德镇市
6 路公交车司机王玲华夫妇一起出
车。记者在家乡时也是这趟公交
的常客，知悉该路公交管理上也曾
遇到一些问题：由于工资低，出现
过请不到司机的情况，这可苦了住
在郊区的居民，有时等一趟车要
40 分钟。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公
交公司去年已经给司机每月增加
了 500 元左右的工资，并且管理也
更人性化。

这次采访，记者看到基层的方
方面面在悄然发生着变化。这些都
使我对基层社会有了新的认识和思
考，也因此感觉自己正在由一名新
闻“新兵”逐渐进入记者的角色。

感受基层悄然变化
本报记者 周 剑

1 月 30 日起，本报在头版刊发
由我和同事徐胥完成的春节前夕追
菜价系列报道。采访过程中，我最
大的感受是：记者要有“两脚带泥”、

“厚着脸皮”的采访精神。
“追菜价”就是一次两脚带泥的

采访，一路从田间地头追到菜贩车
上，再跟踪到蔬菜批发市场，然后又
追到社区菜市场，看着蔬菜进了老
百姓的菜篮子。

在新发地的采访让我体会深
刻。几乎每一个菜贩都告诉记者卖
菜赔钱。为了解真实状况，我约好
从河北固安前来的菜贩，从中午车

驶进新发地开始盯，直到下午五六
点最后两百斤菜卖完收车，每一笔
支出以及每一笔进账，我都写下来，
最后再和菜贩核对账目。尽管又冷
又累地在新发地菜市场坚守了五六
个小时，最后整理出的账目在稿件
中只有百来字描述，但却保证了关
键信息的客观准确。

稿件见报后，有读者打来电话，
探讨报道中的亮点和不足之处。放
下电话，自己也思考报道的不足，思
考走基层发现的新问题。每当心里
有什么想法的时候，我都希望能找
到一个回应。

追菜价背后的故事
本报记者 杜 芳

追菜价背后的故事
本报记者 杜 芳

1 月 29 日一早，我与同事崔文
苑就去广东客运站买了两张当天下
午 1 点开往湖南郴州的大巴票。拿
到票后，我们从候车厅、售票厅到安
检槽，几乎把客运站跑了个遍，直到
开车前的不到 10 分钟，我们才气喘
吁吁地集合到大巴上。7 个多小时
的路途上，我们和乘客攀聊采访、拍
照，汽车停靠服务区时，也是争分夺
秒下车采访。晚上 8 点左右，到达
终点站时，我们已是饥肠辘辘，累得
连话都不想说。

在平时，采访专家学者更需要知

识技巧，而跟老百姓交流则更需要情
感交流。怎样才能让他们看出你的真
诚，这需要不断地历练和积累。基层
采访，并不仅仅是为了一篇稿子、一个
报道，更是为了密切与基层群众的关
系，克服长期以来的疏离。

我与同事在这次采访过程中，不
仅有生活上的互相照顾，更有构思的
磨合和借鉴。当完成稿件后，我们在
办公室坐在一起，对着电脑逐字逐句
互相校稿子、提建议。在这种畅快淋
漓合作中，收获的是一份深入基层采
访后沉甸甸的充实。

情感交流更重要
本报记者 董碧娟

情感交流更重要
本报记者 董碧娟

1 月 30 日，我和同事温宝臣乘
坐 1907 次农民工专列从北京出发，
当天晚上到达南昌，停留 3 个小时
后，再由南昌原车返回北京。在采
访过程中，我有 3点感受。

第一，在找变化的过程中把老
话题做出新意。在刚接到任务时，
我就想新春走基层要有新意，就要
找变化，通过小变化反映大主题。
对农民工来说，从着装、行李、言谈
举止看外在的变化；从使用手机、上
网、K 歌了解他们的生活变化⋯⋯

第二，用自己的行动验证了“脚
底有泥出新闻”这句老话。这次采
访任务比较紧，一开始我还比较焦

虑。当采访一段时间之后，我的心
里就踏实了，通过努力，打动了乘务
员和农民工，配合我们的采访，就拿
到了更多的素材。

第三，采访中，我摆脱依赖心
理，自己下河抓“活鱼”，感觉就是不
一样。以前我都是有老记者带队，
而这一次我不再是采访组的配角，
加上写稿、发稿时间比较紧，只能自
己做好计划和组织。上车前，我不
但查了列车的时刻表，把大站小站
算好，便于采访，同时还大概看了一
下所经过省市的情况，主要想实现
提前设计的车内、车外变迁的话题，
为上车后的采访做了充分的准备。

脚底有泥出新闻
本报记者 谭 辛

作为一名西藏的驻地记者，我
觉得深入基层采访就是我的使命。

在当雄县羊八井镇，寒风吹在
脸上生疼，可是当地老百姓却无惧
寒风以赛马的方式庆祝着他们的藏
历新年。我去过海拔 5500 多米的
有“世界之巅”之称的普玛江塘乡查
布村两次，每一次回来都因为高原
反应睡不着觉，可是我从来没有后
悔去过，因为每一次去都能看到新
的变化。

除夕之夜，也是藏历新年的“古
突之夜”，我是在次松阿妈家过的。
阿妈一家 5 口靠她的儿子、儿媳卖
鞋赚取的微薄利润生活。可是当我

们去她家过年时，次松阿妈拿出家
里最好的东西招待我们，为了让我
们能在天黑之前回到家，次松阿妈
的儿子和儿媳下午五点半就关上了
鞋店门，回到家为我们做“古突”。
次松阿妈不停地给我们说他们家现
在的生活虽然不富裕，可是她相信
政策这么好，靠他们自己的劳动日
子一定会越过越好。

很多人存在“等靠要”的想法，
而次松阿妈却告诉我们美好的生活
要靠自己的双手创造。像这样令人
感动的事情每天都有，我所要做的
就是去发现并用自己的笔把它记录
下来。

享受高原每一天
本报记者 代 玲

①本报记者钱箐旎（右）在河南省南阳机场采访。

②本报记者王信川（右一）在重庆市梁平县作农村合作医疗调查。

③本报记者周颖一（右一）在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宝清县电业局采访。

④本报记者张虎（左一）在河北唐山丰南区采访环卫工人。

⑤本报记者黄俊毅（左）在吉林省蛟河市碾子沟村山头屯采访。

⑥本报记者乔文汇（左）在乌鲁木齐外贸小区采访。

⑦本报记者郭存举（右一）、王金虎（右二）在山东济宁采访农村供电情况。

⑧本报记者杨开新（右）在浙江余姚泗门镇工业园区牛肉拉面馆采访。

⑨除夕，本报记者吉蕾蕾（左三）在兴化市老圩乡敬老院与老人一起吃年夜饭。

①①

③③

⑤⑤

②②

④④

⑥⑥ ⑦⑦

⑧⑧ ⑨⑨

本版编辑 刘志奇 郭存举 管培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