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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从宜宾三江新区产业园
连续传来好消息：成宜装备制造产
业园已全面竣工，将于今年12月底
全面投用；长江上游成宜国际物流
园项目建设正顺利推进，项目第一
批次建设即将完成，今年年底将启
动第二批次建设。

今年4月，报社开展了“新时代
四川经济地理调研纪行”大型主题
调研采访活动，我有幸参加走进了
川南经济区。每一个场景都记忆犹
新，也关注着每个项目建设进展，因
为每一处都是四川现代化建设的一
块“拼图”。

从宜宾到泸州、内江、自贡，从
产业园区至口岸码头、工厂车间
……在长江黄金水道沿岸，我见证
了川南经济区紧密“抱团”发展，更
感受到了成都强化“极核”辐射、“主

干”担当，与兄弟城市频频握手，聚
焦各自区位优势、重点特色，建立长
效合作机制，抢抓机遇共促发展。

此次大型主题调研采访活动，
报社派出 5 个采访小组，分别走进
成都平原经济区、川南经济区、川东
北经济区、攀西经济区和川西北生
态示范区调研采访。穿越山脉与盆
地分界线，见证了“一盘棋”的合纵
连横；伫立河流与湖泊交汇处，记录
了“一条心”的脉络相通；身处自然
与人文融合地，感受到“一股劲”的
团结相向。

时代的巨轮滚滚向前，我们的
身影永远在路上，也为此而甚感荣
幸。新征程中，我们将继续用“脚
力”丈量大地、用“眼力”观察时势、
用“脑力”萃取精华、用“笔力”记录
时代，践行新闻人的初心与使命。

多年以前，刚入行的我每天
在亮着昏暗红灯的暗房里，洗印
当天新闻照片的时候，从来也没有
想到 20 多年后的今天，被称为“摄
影记者”的我，会用完全不一样的
方式报道新闻，也不会想到，能拍
好照片远不是摄影记者的全部，还
要写得好新闻，拍得好视频，剪得
了短片，出得了镜，甚至还要能配
得了音。

技术的革新，让新闻传播方式
和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发生了天
翻地覆的变化。

“全媒体记者”，让作为摄影记
者的我，迎来了新的挑战，经历深刻
转型，来到了新的赛场。

我参与的第一次直播，是对一
次大型展会的报道。直播开始前，
我内心完全没有底，第一次拿起摄
像机、第一次连续一个小时不间断
取景拍摄，既要保证信息丰富，让直
播有“足够的营养”，也要兼顾画面
流畅稳定，运镜逻辑清晰，让直播画

面在感官上足够“养眼”，对我来说，
都是挑战。

在直播现场，我全神贯注盯着
屏幕，看上去工作并不复杂，实际
上，我的身体和大脑无时无刻不在
经历高度紧张的挑战。

直播画面不能中断，同时要保
证流畅稳定，而且绝大多数直播报
道，都是大范围移动机位，需要随时
应对不可预知的突发状况，尽最大
努力减少无关因素对直播的影响。
一个小时的直播下来，我手臂僵硬，
腰身酸痛。

更让我神经紧绷、一刻不能分
神的是来自两只耳朵的“折磨”：一
边是监听耳机里传出的出镜记者或
是采访对象的实时语音，一边是对
讲耳机里传来的后台编导随时发来
的拍摄指令，前者要确保直播同期
声与直播画面密切配合，后者要随
时处置后台编导的直播需求，可以
说每一场直播，都是对摄像记者心
力、体力和技能的综合考验。

不难发现，今年以来，成都日
报和锦观新闻两个微信公众号 10
万+稿件频出。据统计，2023 年 1
月至 11 月，不到一年时间，两个微
信公众号平台已生产出 10 万+产
品 163 篇。内容从单一的社会性
选题拓展到时政、文化、体育、国
际等各类新闻题材，新闻选题越
来越丰富，用户辐射范围越来越
广泛。

同时，锦观新闻连续多次进入
2023 年中国微信公众号影响力民
生类排行前50名，成为行业内媒体
的标杆，打响了党报影响力。

抢抓热点，用 10 万+稿件打开
流量入口。热点新闻始终是大众
关注的焦点，但要把新闻变热点，
就要跑在新闻变热之前。今年我
生产的大多数 10 万+稿件都有一
个共同的特性，就是新闻出来后
保证了第一时间刊发，其中一条
稿件第一时间推送后，一个小时
之内就达到了 23 万的阅读量，网
友留言积极，互动性强，留言达到
近千条，单条留言互动达到 100 余
次。由此可见，只有从时效去保
证新闻的生命力，才能激发新闻
传播的爆发力。

2010年，我怀着对新闻行业的
向往来到成都日报实习，在这里，
每一天都很新奇，面对不同的采访
选题和采访对象，我总是兴奋不
已。转眼13年过去了，虽然已经是
一位从业经验丰富的老记者，但当
初那份兴奋和激动仍然存在。这
是一个有趣的行业，每一天都是全
新的，我们永远追着潮流，记录见
证城市的各种大事件。

从业 13 年，我参与过对地震、
泥石流等突发灾害的报道，跑过为
民解忧的民生热线……今年以来，
成都的大型活动一个接一个，成都
大运会、2023 成都世界科幻大会，
这些我都全程跟踪报道，其中虽有
辛苦，但更多的是快乐。

刚刚过去的科幻大会令我印
象深刻，首先我自己对科幻比较感
兴趣，刘慈欣的作品看过不少，国
外的科幻大 IP 也有关注。但正因
如此，我知道科幻大会比较专业，
对于不关注科幻的人来说，很难有
参与感。所以我在报道的时候，总
是寻找大家身边可见可感的小切

口，让每个人看了报道都能感同身
受。我选取了郫都区新通车的3条
充满科幻感的隧道，科幻大会主题
电车、站台，还有融入城市街头巷
尾的一些科幻场景作为素材，和摄
影记者反复商讨拍摄和剪辑手法，
最终呈现了《城市异空间 科幻加
载》系列报道。同时，我聚焦科幻
营城、兴业、惠民3个主题，推出3篇
综合性报道，探讨科幻究竟给成都
带来了什么。

作为记者，我认为采访是最重
要的，写稿只是最后水到渠成的环
节。要写出精彩的作品，平时的积
累必不可少，从业多年，我的脑海中
有一个丰富的素材库，只要抛出一
个主题，我总能想到对应的点位、人
物。但是记者又切忌经验主义，即
使觉得十拿九稳，也必须逐一核实，
确保信息真实可信。这也是我喜欢
这个行业的原因，总有新的挑战，盼
望着每一个不可预知的明天。当我
老了，回想自己融入时代发展的几
十年，翻看自己曾经的作品，那一刻
一定会觉得此生充实而幸福。

11 月 8 日，作为一名新闻工作
者，这也是自己的第一个记者节。
作为一个年轻记者，我是一名融媒
新兵。2022 年 7 月，从大学毕业的
我，怀着一份崇敬之情，选择了记者
这份职业。

还记得第一次接到去书店和
博物馆采访“夜游成都”文化现象
的任务后，面对新领域的“挑战”，
压力不小，连夜查阅背景资料、反
复修改采访提纲。现场，面对着陌
生的环境与人，我回想起课堂上、
工作中老师们传授的理论方法与
实战经验，努力克服紧张情绪打开
采访局面，直到圆满完成任务。对
我来说，每一场充满挑战的采访，
都是一次自我检验，会遇见各种磕
磕绊绊，但也总能带给我源源不绝
的满足感、收获感。从精心打磨每
一个选题到奔波在采访的路上，再
到写稿过程中词句的斟酌，每一次
采访、每一篇稿件、每一场拍摄，都
是我成长的足迹。

作为一名文化记者，我是一个
“说书人”。在日常工作当中，与古
今对望、与历史对话，中华文明的源
远流长、博大精深总是让我深感震

撼。而这种由内而外、汹涌蓬勃的
文化自信正是源于民族深厚的文化
根脉。

一年多以来，跟随城市大事与
文化热点，数次采访报道博物馆开
馆和新展开幕、考古与文物修复保
护的最新动态，也在成都大运会、首
届金熊猫奖、科幻大会等重要节点
参与新闻报道“会战”。

还记得金熊猫奖活动期间，我
和报社小伙伴奔走在新闻一线共
同“奋战”，完成了一次次论坛采
访、演员专访、展览探访……颁奖
典礼当晚，任务繁多、节奏紧凑，走
出采访现场已是凌晨，但工作的圆
满完成，让我心中的充实感超越了
疲惫感。刚刚过去的 10 月 23 日，
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四川省人民
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表扬为首届
金熊猫奖评选活动成功举办作出
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的通报，而
我有幸在报社和中心的推荐下成
为其中光荣一员。

荣誉砥砺前行，呼唤肩上的责
任。我希望能继续通过镜头和笔，用
媒体融合的丰富手段，记录下成都的
发展变迁，书写身边的温暖故事。

城市“绿心”从龙泉山延展到高
楼大厦之间，蓝绿交融的场景在成
都的大街小巷中比比皆是。除了成
为自然与城市的见证者，在作为记
者的几年时间里，我也在与这座公
园城市一同成长。无数个采访提纲
和文字稿件里，不仅记录着被采访
人充满感情的故事，同时也在侧面
反映着记者这份职业的担当。

记者是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
者、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
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在履行
着这些作为记者的职责与使命时，
我也常常被采访中参与这种城市进
步过程里的人和事所感动。与大熊
猫国家公园都江堰管护总站龙池管
护站站长朱大海一同巡山时，从他
的眼神里，能真实地感受到他对于
这份事业的热爱和理想；在锦江边
上，与猛追湾街道Dream One社区
综合党委书记谢生平的交谈里，城
市更新换代的画面屡屡出现。与之
类似的采访还有很多，它所带来的
不仅仅是一份工作而产生的责任与
义务，更多的是一股源源不断去探
索的力量和勇气。

在当今媒体快速发展的潮流之

下，作为年轻记者的我们也似乎正
经历着“成长的阵痛”：全媒体形式
转型、不同媒体之间的竞争，或多或
少会增加记者的焦虑和烦恼。但
是，“坚守”永远是作为记者的第一
要义，尝试过酸甜苦辣，历经过昼短
夜长的时光，只为了展现新闻的真
实与那些珍贵画面的记录。

此外，在这些作为记者的岁月
里，我也越来越坚信，好新闻是“脚
力”“脑力”“笔力”“眼力”的综合体
现。此前，我很幸运能够多次参与
报社的重要主题策划，在《非凡十
年》系列策划里，我参与了3个不同
主题的多篇文章撰写，不同的主题
让我能多方面汲取知识，也在文字
采写的一来一回中总结经验，不断
成长为拥有“四力”的优秀记者。

生活中从来不缺乏新闻的身
影，要用眼睛去发现，用笔触去书
写，用心去细化，才能更近距离地
触摸时代的脉搏，感知新闻的深度
和内涵。记者，可以是伟大的记录
者，也可以是平凡的歌颂者，无论
作为哪种身份参与时代的变迁，对
这份工作的热忱将始终让我们走在
前方。

描绘时代画卷 奏响时代强音

成都日报区域报道中心杜文婷：

每一天充实新奇 十余年热爱依旧

成都日报财经报道中心杨富：

行走经济热土 见证五区共兴

成都日报要闻采访中心李菲菲：

与公园城市一同成长
成都日报视觉视频中心李冬：

摄影记者＝全能记者

成都日报文化传播中心王茹懿：

第一个记者节 融媒新兵很自豪

成都日报新媒体编辑运营中心李怀英：

让更多“10万+”打响党报影响力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李怀英 李冬 杨富 李菲菲 杜文婷 王茹懿
制图 申娟子

□本报评论员
11月8日，是第24个中国记者节。
就在记者节前夕，11 月 4 日，首次新闻记

者职业资格考试在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举行。作为准入类职业资格考试，新
闻记者职业资格考试，既是对从业人员理论知
识、采编实务的检验，更是对记者编辑使命初
心、时代情怀的叩问。

使命不负，初心不忘。新闻工作者是党的
政策主张的传播者、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
进步的推动者和公平正义的守望者。在这个
不放假的节日里，不少新闻工作者或许仍奔赴
在新闻现场、坚守在岗位一线，敲击键盘以生
动的笔触讲述新闻、扛起机器以真实的镜头还
原新闻、抽丝剥茧以创新的表达传播新闻。

今年以来，我们守正创新宣传党的二十大
精神、深入基层捧回一线调研，传播党的创新
理论与政策主张；我们采访企业、追踪项目，记
录成都拼经济、搞建设的火热光景；我们在东
安湖畔访“大运”、在菁蓉湖畔访“科幻”，见证

成都走向世界的荣耀之路……新闻现场在哪
里，我们就在哪里，每一篇报道、每一张照片，
都是对使命的回应，每一条视频、每一段声音，
都是对初心的见证。

时代奔涌，情怀不灭。新时代新征程，世
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战略机遇和风险
挑战并存，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面临新形势
新任务，必须要有新气象新作为。党的二
十大部署，“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塑
造主流舆论新格局”。日前举行的全国宣
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指出，“着力提升新闻
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这是
全媒体时代记者的职责使命，也是身为新
闻工作者的职业荣光。

全媒体时代，广大新闻
工作者要牢记习近平
总书记“做党和
人 民 信 赖
的 新

闻工作者”的殷殷嘱托，努力争当政治坚定、引
领时代、业务精湛、作风优良的新闻工作。全
媒体时代呼唤全媒型、专家型记者，我们要持
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精于业务水平，
勇于改进创新，努力创作更多有思想、有温度、
有品质的作品；我们要提高全媒体意识，增强
全媒体能力，既懂得新闻传播规律，亦能驾驭
各种传播手段，用心描绘时代画卷，用力奏响
时代强音。

当前的成都，面临着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成都都
市圈、公园

城市示范区建设所带来的一系列前所未有之
发展机遇，推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
实现高效能治理蹄疾步稳，更需要全市新闻
工作者讲述好“成都故事”、传播好“成都声
音”，矢志不渝为成都鼓劲呐喊、全力以赴与
城市同频共振，在一次次采访、一篇篇稿件、
一次次推送中，创造属于自己、属于这座城市
的时代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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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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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