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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刘昌鸿

和 报 社 结 缘 是 在
2021 年的 5 月 12 日，得
知被录用的消息，我便从
200 公里开外的郴州赶
赴湘中古城宝庆。

作为一名摄影记者，
我的每一天都是崭新的。
我见到了用镜头记录邵
阳十年变迁的摄影师刘
小康、为企业员工解决子
女看护难问题的爱心厂
长袁仕伟、28年坚持不涨
价一碗粉只卖2.5元的凯
阳餐馆店主林生丽、义务
理发60年的廖连清。他们
的精神让我感动，让我学

会做事，更学会了做人。
通过镜头，我记录农

民丰收时的喜悦，记录年
末归家游子与家人重逢
时的欣喜，记录科技工作
者突破以往成绩的振奋，
记录市委、市政府每一项
决策落地生根后的显著
成效，记录邵阳发展的日
新月异。

这3年，我不但记录
了邵阳故事，也有幸见证
了邵阳的变化：城市建设
日新月异、市内各景点节
假日客流量不断突破、市
民居住环境明显改善、民
生福祉持续提升、农村基
础设施加快建设。

用 脚 步 丈 量
用 镜 头 记 录

记者 黄云

从 2022 年 8 月正式
踏入邵阳日报社，至今已
两年有余。第一年“坐”得
多，初出茅庐常不知所
措。第二年“走”得多，因
秉持“严肃对待写作”的
信条，走近现场、走到基
层，走入田间地头，笔锋
得以磨砺。

2023年3月，我写了
一篇关于爱心摄影的报
道，过程不算容易，结果
却让人惊喜，这篇报道让
我获得了入行以来的第
一个省级奖项。事后因为
采访对象受到一些争议，
我开始怀疑自己所设想
的仗笔直言，是否是一种
虚无缥缈的幻想？今年4
月，湖南一家基金会联系
上了我，希望我就“公益
机构是否有必要介入，给
予报道的主人公一些物
资和金钱去支持更多的
老人”提出建议。错愕之
间，些许感动，或许文字
最大的价值，就是会被人

“看见”。事情的最终走向
如何，我并不知晓，只是

恳切表达了邵阳困难群
体需要更多关注。

在报社的 2 年多时
间里，陆续有新人入场，
也有一些优秀的年轻记
者转行。进入职场，三到
五年是个坎，足够磨灭

“愣头青”的拼搏与热忱。
细细一算，我距离这道坎
最快还有10个月，“倦怠
期”似乎却已提前而至，
但“突破”是件很酷的事
情。有些新闻题材，一眼
就知道不是“善茬”，不免
会胆怯、会推脱。转念一
想，我觉得自己还有激
情，别人突破不了的，我
可以尝试花更多的时间
去突破，全力以赴是对自
己、对理想的一个交代。

当媒体人，拼的是
“智慧”。在大学新闻系系
友群里，同门经常会交流
从业感悟，大家都非常认
同一个观点：在我们的职
业生涯中，或许会写出

“上影响政策，下保护民
生”的报道，但切莫把自
己当作“无冕之王”，是时
代需要解决这个问题，而
不是你解决了这个问题。

新 闻 如 火
理 想 如 炬

记者 易鑫

我与《邵阳日报》的缘分似乎
是注定的。

父亲在洞口县石家村长大，我
出生后不久，父亲便拾起行囊离开
大山，在邵阳市青龙桥西头经营起
一家店铺，旁边便是报亭。当时年
纪尚小，只知道母亲抱着我来到报
亭时，我嗅出了油墨香味。

再大一点，每每放学归家，父
亲尚未收摊，我也学着大人模样翻
看起了报纸。“爸爸，这个字我认
得，今天学校教了。”从成千上万字
的报纸里找出几个识得的字，实属
不易，却是我的童趣之一。

日积月累，我也渐渐养成了
阅读的习惯。

第二次与《邵阳日报》结缘，
正是在2022年。看到报社的招聘
公告的那一刻，无数的记忆碎片
在我脑海中翻涌。

放手一搏，我顺利通过考核成
为了一名《邵阳日报》的实习记者。

在前辈、同事们的帮助下，我
成长并不算慢。一篇稿件要经过
采访、编辑、审稿、校对、排版等层
层关口，能够见报，实属不易。对
我来说，还额外加了一道程序。

“作为一名记者，你要对自己的稿
件负责。”父亲时常皱眉说道。他
经常将前辈、同事的优秀作品同
我进行比较，帮我分析不足。这既
是支持，也是鞭策。

在去年筹备报社“春晚”时，
我接触到不少珍贵素材。一张张
泛黄的老报纸、一幅幅新闻影像
资料、一件件见证历史的办报设
备......我们似乎回到了那个激情
燃烧的岁月。老一辈党报人用一
篇篇报道、一幅幅图片、一段段文
字，记录了邵阳的发展变迁，见证
了邵阳的繁荣进步，更承载了邵
阳人民的历史记忆和文化传承。

续写“一纸情缘”

记者 李思洁

我与《邵阳日报》的缘分，是从
2019年开始的。

初入职场的我，第一个要独立
完成的任务是对乡村“河长制”工作
进行采访。当时我急切地想写出一
篇令人刮目相看的报道，但面对繁
杂的信息，我开始手足无措。记得那
一天，汗水浸湿了我的采访本，脑子
里却是一片混乱。虽然最终经过多
次修改，我完成了报道，但我心里知
道，这并非我想要的“完美开局”。

然而，正是在这样的锻炼中，
我逐渐学会了脚踏实地，并开始明

白，记者不仅是信息的记录者，更
是社会的观察者和思考者。每一次
的采访，不仅是对他人生活的探
访，更是对自己内心的深刻对话。
在深入群众、走访市场、参与会议
的过程中，我逐渐学会了用自己的
视角去发现细节，去捕捉那些鲜活
的故事，而这些细节和故事，正是
社会发展的真实脉动。

我常常想，记者这个职业，像
是一条长满荆棘的小径，步步走来
满是挑战，而成为一名新媒体记者，
更是难度升级版。2022年的三八妇
女节，报社筹备的一档节目，需要我
担任主持人。那是我们团队首次尝

试演播厅访谈实时直播，也是我第
一次面对直播镜头。那天晚上，随着
导播的“直播开始”，我很紧张，直到
说出“再见”，才终于松了一口气。

五年来，我的脚步到达过许多
地方，也紧跟时代的步伐，记录下
了邵阳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多
个历史节点中的发展与变化。作为
一名记者，我既是亲历者，也是记
录者。这不仅是个人的工作，更是
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

今年，是《邵阳日报》创刊 40
周年。40年，这一辉煌历程承载了
无数人的梦想与奋斗，我有幸参与
其中。未来，我将继续积淀，脚踏实
地，用笔触记录时代的脉搏，用镜
头捕捉历史的瞬间，为这座城市写
下更多动人的篇章。

同 行 这 五 年

记者 阳恬甜

2021年7月，是我成为记者的
第3个月，当时接到一个特殊的报
道任务——为一位7岁重度烧伤
的女孩发起捐款，帮她筹集手术
费。那是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自
己手中笔的分量，一个女孩的命运
很有可能因为我的报道而改变；也
是我第一次真正理解“真实是新闻
的生命”这句话，我笔下每一个微
小的事实都事关一个小女孩的人
生。我的职业热情瞬间被点燃。

2021年9月，被称为“民俗文
化殉道者”的老后意外离世，我参
加了全省媒体的集中采访，与央媒
省媒的前辈同行一起在隆回花瑶
展开了3天的深度走访，接触了老
后生前最亲密的朋友和家人，我第
一次知道原来真的有人会对一片
土地爱得如此深沉。老后让花瑶走

出大山深闺，老后离开了，千万个
花瑶人都为他吊唁。当时冯骥才先
生写了一篇文章《谁会记住老后》，
回邵后我立马做了一组系列视频
报道——《我们会记住老后》，其中
一期《大家眼中老后》获得了湖南
新闻奖短视频现场新闻三等奖。我
的职业信仰愈发坚定。

2024年，我开始尝试做出镜
记者，并努力做出更多有思想、有
温度、有深度的文章和视频，新闻
作品也有了质的提升。《职业伴娘
走俏，“租”来的婚伴靠谱吗》《酣畅
山水间，幽旷无烦暑》登上邵声栏
目，视频作品有了 1000 万+的突
破。3年多来，我接触了成百上千的
采访对象，有敬佩和感动，也有辛
酸和无奈。在记者这一与人打交道
的职业道路上，我不仅在业务技能
上获得了成长，而且作为一个鲜活
的人获得了成长。

新闻之火熊熊燃烧
记者 郭慧鹏

屈指算来，我来
邵阳日报社已经满
两个年头了。

大学毕业后，我
一直在寻找和新闻
学专业对口的工作，
在长沙干过编辑、当
过策划，虽然学到了
很多东西，但始终感
觉和真实的新闻业
相距甚远。偶然间，
刷到了家乡报社的
招聘公告，机会既然
来了，那就紧紧抓住
吧！

这两年，在记者这个岗位上，
我经常马不停蹄地奔赴各个会议
现场，第一时间传达有关会议精
神和决策部署；打卡了许多社区
街道，走过不少山间小路，采访了
不同行业涌现出的劳动模范、坚
守一线的基层工作者、扎根乡野
的新农人以及一些奉献爱心、不
求回报的邵阳好人，被他们感动，
也被他们鼓舞着。有时采访到很
晚，受访人给我点赞，我告诉他
们：“我只是新闻的观察者和记录
者，你们才是新闻的‘主角’。”

两年来，我用完了两本采访
笔记本。翻看着那些密密麻麻的
字迹，能从中寻得和印证学新闻、
做新闻的初心——从群众中来，
走到群众中去，再把群众的声音
传播到更远的地方。

随着媒体行业日新月异的发
展，我清楚地认识到，距离成为一
名业务精湛的新闻工作者，还有
很长一段路要走。未来，我要不怕
吃苦，多到现场去，从新闻现场中
获得感性认识，获取线上看不到
的鲜活信息；不拘常规，锻炼自己
讲好故事的本领，把主题报道写
得深刻，把新闻细节写得动人。

时值报社创刊40周年，作为
年轻一代，我希望自己能在今后
的工作中，拿出“逢山开路、遇水
架桥”的拼劲、闯劲，发挥专业特
长，把握学习机会，提高专业技
能，静下心来、沉下身子，努力与
时代同行，与奋斗者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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