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处北京远郊的密云，因有着如玉般

美丽、如金般珍贵的密云水库，而在京津

冀区域发展中被定位为“生态涵养区”。这

里的人们无比渴望发展，也深知必须绿色

发展、可持续发展。

节日期间，记者一行 4 人来到密云古北

口镇。民居内、院落里、马路边⋯⋯记者

们与经济建设中一位位最普通、最平凡的

参与者聊家常，话发展。零下 10 多摄氏度

的冬日里，一阵阵暖意涌上记者心头。

暖心的，不是别的，是这些可爱的参

与者最为深厚的情怀。“上辈人留给我们

的，是绿水青山。我们留给后人的，这山

还得是青山，水还得是绿水。生意和山

水，山水要摆在前头。”打理着一间民俗小

院的司马台村村民蔡振革说。

“如今我最操心的，就是把农户们四季

新鲜的蔬果卖出去，哪怕我亏点钱，也不

能让农户吃亏。”管理着有 100 多农户参加

的农产品产销专业合作社的陈庆伟坦承。

“做旅游投资大，回收慢。没有点熬时

间的觉悟，没有点干事业的情怀，真坚持

不下来。”经营着投资已达 45 亿元的古北水

镇的陈向宏感慨。

社会前行最深厚的伟力，蕴藏于民众

之中。千百万个陈向宏、陈庆伟、蔡振革

这样的人，才是中国市场经济最为活跃、

积极的细胞。他们和他们无数的同行者一

道，没有豪言壮语，没有惊天动地，有的

是对自身使命的念念不忘，是对所从事事

业的无比赤诚，是那份最厚重最炽热的情

怀。这种情怀，厚重如山，坚定不移；这

种情怀，炽热如火，生生不息。

当 前 ， 国 内 外 经 济 形 势 异 常 复 杂 严

峻，种种杂音噪音，总能或多或少地影响

一些人。是心烦意乱，还是心无旁骛？最

基层、最一线的人们用坚决的行动给出了

答案。无论何时何地，相信只要他们火

热，中国经济便不会趋冷，只要他们向

上，中国经济便不会向下。

基层年年走，今年更不同。开局之年、攻

坚之年⋯⋯2016 年，在中国经济建设和社会

发展中，已被赋予更多内涵。这样的时刻，贴

近火热的一线，扎根深厚的大地，感受中国社

会最真实的温度，记录建设一线最美丽的风

景，触碰基层群众最质朴的情感，让更多的人

因此看清漫漫前行路，从中汲取满满正能量，

这，也正是一名新闻工作者应有的情怀。

触碰那最厚重最炽热的情怀
胡文鹏

2 月 2 日至 6 日，我参加了报社新春走

基层内蒙古呼伦贝尔组的采访。从林区到

牧区、到边疆口岸的一线采访经历，让我

体会到，要想写出好报道，就必须到条件

艰苦的地方去、到平凡普通的群众中去、

到紧张火热的生产一线去。

走基层，让我们和采访对象的接触更充

分、心理距离更贴近。首个采访主题是生

态，我们到达后直奔林区，夜宿林区农户家

中。这里地处边陲，是祖国最北、最寒冷的

地区，自然条件恶劣，取暖期长达9个月，交

通不便，生活成本非常高，林业职工收入

低，生活极其艰苦。在农户家中跟他们夜

话，使得采访者和被访者的心理距离缩小，

打开了林区职工的话匣子。他们跟记者讲出

了自己的故事，这是在会议室或在职工家中

简单座谈无法听到的。

走基层，不仅仅是到一线去，更多的是

要带着思考去观察、去提问、去研究。只有

这样，才能将好故事讲好、把道理说清。按

照国家部署，2015 年 4 月起，林区的天然林全

面停伐，这对林场和职工的生产和生活产生

了很大影响。原先是砍树，如今是生态保

护。改革过程中，很多职工都有心里话要

说，他们把自己的命运融入这个伟大的时

代，更对未来充满期待。从管护站到种苗基

地，从停伐纪念地到贮木场，在交流中，记者

对林区改革的认识也深入很多。

对于一名年轻记者来说，新春走基层

的过程，也是一次认识社会、接受再教育

的成长过程。新春走基层，是在年味儿里

找寻新闻的味道，在行进中感受基层的变

迁与时代的脉动。基层采访让我体验到最

真实的民情，收获最深刻的感悟，感受最

真挚的情感，这不仅影响到采访、写作的

风格，更影响到我对社会问题的思考方式。

在中国的每个角落，每天都有精彩的故

事上演。始终牢记“脚底板下出新闻”的真

谛，就要让走基层的工作态度和精神在全年

延续。

深入基层促成长
乔金亮

“物有甘苦,尝之者识；道有夷险,履

之者知。”走到最基层，才能领略到独特

风景。

在对山东济宁鲁泰控股集团公司和邹

城市香城镇石鼓墩村的采访中，我深感基

层有最鲜活的新闻素材，基层有经济发展

新亮点。走到基层并深入思考，才能触摸

到社会经济发展的“温度”。

面对煤炭行业困境，不少企业转型发

展，取得了不错成效。山东鲁泰控股集团

是一家集煤炭、化工等业务于一体的大型

企业，除夕之夜，记者来到企业生产一

线，看到一线工人脸上洋溢的笑容，感受

到他们对煤炭企业转型发展的信心。山东

鲁泰控股集团坚持煤与非煤两翼并举的发

展战略，壮大循环经济产业链条，提高了

赢利水平和核心竞争力，也为全国其他煤

炭企业转型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做这种

报道不仅提振了企业士气，也有利于更多

人了解传统行业转型发展的真实情况。

在邹城市香城镇石鼓墩村，我感受到

美丽乡村的魅力。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

进，我国城乡差距不断缩小，不少农民过

上了身在农村的“城镇慢生活”，幸福指

数很高，生活状态令人羡慕！

我 不 禁 感 慨 ： 既 然 选 择 了 新 闻 行

业，就要为之付出全部。生活的理想，

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我们对新闻理想

的追求，不也正是更多人对理想生活的

追求吗？新闻工作者是社会发展的观察

者和记录者，更是社会进步的参与者与

建设者，深处变革时代的大潮中，我们

不能成为旁观者。

投身时代变革大潮
郭存举

在辽宁省沈阳市北顺城路广宜街路

口，有个再普通不过的交通岗。然而，它

对于已在此工作8年的交警刘城来说，却

是一个“一天不来看就不放心”的地方。

2 月 6 日、7 日，我跟随沈阳市公安

局交警支队大东大队三中队副中队长刘

城，和他的战友一起守岗指挥、除夕夜

查、吃年夜饭、监测路况数据。走近他

们、倾听他们，我被深深地感动着。

刘城自工作后，已连续 8 年没回老家

过年了。即便今年得知奶奶肺癌晚期，他

仍坚持在除夕夜上岗执勤；三中队第九警

务区警长巴金，在岗亭不到 5 分钟就吃完

晚饭，随即投入到新一轮夜查中⋯⋯

除夕夜的沈阳，天寒地冻，我穿着

厚厚的警服、戴着棉帽和围巾，在路面

上站上半小时，就冻得鼻涕直流，四肢

冰冷。“你们站了那么久，不冷么？”“刚

开始很不适应，现在早就习惯了。为老

百姓服务，是我们的工作和职责。”他们

朴素而又不加修饰的话语，时时萦绕在

我的心头。

查处交通违法违规行为，最易引发

矛盾和冲突，刘城却从未与百姓红过

脸。这源于他严格、规范执法的同时，

注重换位思考，用真心与群众对话。刘

城说，“只要工作能得到群众理解，就再

高兴不过”。

这些可爱可敬的交警们，向我们诠释

着什么是前行与坚守、责任与担当。记者

也一样，当站在广袤的大地上，站在群众

中时，我们的根才会扎得更深，心会更真，

才会写出更多精彩的中国故事。

致敬交通安全守护者
温济聪

不真正深入到北梁棚改拆迁安置居民中，便

难以真正体会他们搬新居的喜悦心情，也难体会

到包头党政部门为完成北梁棚改付出的巨大心

血。棚改安置居民张惠琴为能搬进整洁明亮的房

子欣喜落泪；为破解“拆迁难”，北梁棚改拆迁安

置指挥部总指挥史文煜和同事们创造性地提出网

格化拆迁法。

采访中，我有意识地不仅记录百姓从忧居变宜

居的过程，而且深挖并梳理北梁棚户区改造成功的

经验。比如，拆迁过程中的工作方法，棚户区改造

居民在入住之后的后续管理，以及棚改资金平衡如

何实现等。我努力写出经济特色，契合本报新春走

基层“触摸中国经济的温度”这一主题。

此次走基层，我收获颇多。作为长期关注住建

领域的记者，如果没有这次深入基层的采访，就不

可能对“棚改”这一重大民生工程有这么深的认

识。在采访中，我也积攒下一些新问题，比如，棚

改安置居民生活成本增加的问题，如何实现安置小

区物业企业良性运转的问题等。这些积攒下来的

问题，都可以成为我今后采访报道的重点选题。

基层是新闻的富矿，那里有最淳朴的人物和

故事，有最真实的社情民意，让记者能够眼见为

实地探寻真相。唯有真正走进基层，走近百姓，

才能触摸到经济和社会的温度，打动自己，进而

打动读者。

基层是新闻的富矿
亢 舒

编者按

本 报 记 者 温 济聪（中）与民警吃年

夜 饭。 赵 涛摄
本报记者郭存举（左）在山东济宁鲁泰

控股集团采访。 张敬民摄

新年伊始，本报就为读者奉上独特的
新年礼：一组组来自基层、接地气、入民心、
展民意的报道。

在祖国最北、最寒冷的内蒙古林区，记
者夜宿农户家中，与他们深入交流；在辽宁
沈阳，记者与交警一起除夕夜查、吃年夜
饭；在北京密云古北口镇，记者走民居、进
院落，与经济建设中最普通、最平凡的参与
者聊家常，话发展⋯⋯这个新春，多名记者
深入一线，深入到群众中，感受生活的热
度，紧抓新闻“活鱼”。

沉下去，他们收获了责任与担当，收获
了力量与感动。这些收获，将伴着他们前
行。

本报记者乔金亮（右）在内蒙古自治区根

河林业局采访。 本报记者 魏永刚摄

腊月廿八，昆明斗南花卉电子交易中心熙熙攘

攘，这里每天成交鲜切花千万枝，活跃的花农花商上

万人，是亚洲最大的鲜切花交易市场。今年受寒潮影

响，春城昆明温度也很低。但严寒对花农普志林的鲜

花影响并不大，勤劳的夫妻俩早就做好了保温措施。

老普凭借辛勤的双手，盖起了自己的小楼。听老普讲

自己的故事，讲自己家里的改变，我真正意识到国家

经济发展对于个人生活是多么大的影响。

正月初一一大早，我见到了正在值班的交警袁

洪海，而他刚上了一个全班。没有春晚，没有团圆

饭，这就是老袁的新年。我从老袁口里听到最多的

词，是老百姓。他总在说老百姓不容易，老百姓出行

有困难⋯⋯如果没有这次机会，我没法体会老袁他

们坚守在岗位的辛苦和自豪，没法明白责任和担当

不只是一句话，而是默默的坚守。

工作半年来，从校园踏入社会，常会有迷茫

和不知所措。这次采访，让我真正感受到了社会

的脉动，明白了要写出好文章，拍出好照片，必须

去接触、去了解最基层的百姓生活，去坚守一份

信念。

感受社会的脉动
高兴贵

每到春节，山东高唐县城就会堵车。车流中，

不乏外地车牌，其中最多的就是京牌。开这些车

的，绝大多数是在北京“跑铁活”（做建筑机械租

赁、销售生意）的。多少年来，他们春节前归来，带

给县城一阵热闹喧嚣，春节后散去，成为人们一段

时间的谈资。

作为同在北京的高唐人，记者一直站在平行线

的另一端，关注着他们。近几年，在高唐县 105 国道

两侧，一下冒出几十家建机企业，其中的大多数创办

人正是来自这支“跑铁活大军”。

除夕和正月初一，记者走访了 6 位“跑铁活”返

乡人员，这其中不光有回家创业的老板，还有在公司

“挑大梁”的高级技工，还有两位正琢磨来年出路的

破产者。在与他们的交谈中，记者感受到，无论成功

还是失意，他们与当地未曾离过家的同行比，眼界更

宽、技术更精、更懂行情。

从这些返乡人员身上，记者看到都市经历带

给他们的独特财富，而他们则如一座桥梁，将所

学的知识、经验、技术，运送回家乡。他们使都市

和县城超越空间距离、发展差距，紧紧融合在一

起。均衡发展、全面小康，他们何尝不是立了大

功劳！

农民工是一座桥
杜秀萍

▲▲ 除夕除夕，，本报记者高兴贵本报记者高兴贵

在云南昆明斗南花市采访在云南昆明斗南花市采访。。

李昂迪李昂迪摄摄
◀◀ 本报记者胡文鹏本报记者胡文鹏（（右右））

正采访在北京密云古北水镇学正采访在北京密云古北水镇学

习传统灯笼制作的习传统灯笼制作的““0000””后小朋后小朋

友友。。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小影张小影摄摄
▼▼ 本报记者王琳本报记者王琳（（右右））在在

KK147147次列车上次列车上，，向乘客推介经济日向乘客推介经济日

报客户端报客户端。。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闫闫 静静摄摄

▲▲ 春节期间春节期间，，本报本报

记者刘兴记者刘兴（（左左））走进江西走进江西

省全南县工业园省全南县工业园，，了解了解

企业生产用工情况企业生产用工情况。。

谌谌 杰杰摄

▲▲ 2 月 8 日，在山东高唐县姜店乡

西白村，村民白敬华向本报记者杜秀萍

（右）讲述打工经历。 刘金涛摄

▲▲ 本报记者亢舒本报记者亢舒（（右右））在村民高俊在村民高俊

平家采访平家采访。。 刘刘 洋洋摄摄

▼▼ 本报记者吴陆本报记者吴陆

牧牧（（左左））在重庆市丰都县在重庆市丰都县

虎威镇回龙村采访虎威镇回龙村采访。。

李李 莲莲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