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拥有专属节日，是因为这个职业责任
重大、使命光荣、履职艰苦、值得尊重。每年这
个节日里，我们享受着表彰、慰问、尊重等等荣
光。在享受之时，我们要做一个思考题，就是：
作为记者职业群体，我们如何履职才能不辜负
社会对我们的尊重？作为记者群体中的个体，
该如何尽责才能赢得同行的尊重？

一
这个思考的起点要从“记者是什么”开始。
对于记者的职业定义，最全最好的是习近

平总书记2016年2月19日在党的新闻舆论工
作座谈会上倡导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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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扪心自问自己是这四者
吗？或者是这四者之一吗？我们的每篇作品都
在传播党的政策主张、记录时代风云、推动社
会进步、维护公平正义吗？如果是，恭喜你，你
无愧于这个职业。

二
每一个职业者都不能只满足于“合格”，而

应追求“优秀”。这样，我们进入思考的第二个

阶梯：什么样的记者是优秀记者？
工作中有许多活生生的优秀典型，如国家

的长江韬奋奖获得者、省记协表彰的十佳记者
编辑、市委宣传部表彰的先进，如本年度“德业
双优”获奖者。这是用个人事迹来诠释优秀。从
评价依据而言，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11月7
日记者节前讲的“四向四做”可作为评价标尺。
他勉励大家：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
新闻志向、工作取向，做政治坚定、引领时代、
业务精湛、作风优良的新闻工作者。

“政治坚定、引领时代、业务精湛、作风优
良”就是评价记者优秀与否的四把标尺。这四
个分项中，政治坚定是基础前提，没有正确的
政治方向，你不配做媒体人。作风优良是职业
要求，没有正确的工作取向，你不配做党媒人。
业务精湛是专业素养，记者的优劣多数情况下
就是通过作品表现出技艺的高低，没有正确的
工作志向，你不可能成长为行业高手。引领时
代是职业价值，我们所有的职业行为最终都必
须引发推动时代进步的舆论，如果达不到引领
时代的目标，前面的一切都归于零。

所以，要当优秀记者，政治坚定、作风优
良、业务精湛是前置基础，引领时代才是我们
这个职业的最终与最高价值。

三
找到了记者职业的核心价值是“引领时

代”，那么我们的思考再上一个阶梯，怎样才能

“引领时代”？
新闻舆论对社会的引领作用是通过作品

干预人们的认知、情绪和思维而实现的，所以
说新闻工作者战斗在意识形态最前沿。正因在
最前沿，我们必须认知今天移动互联网时代人
们的意识特征。

区别于纸媒与广电主导的大众传媒时代，
互联网传播的“去中心化”正在以“情绪”摧残

“理性”。我们每天能清晰地看到互联网催生的
意识现象，比如：碎片思维、短暂记忆、信息茧
房、伪数据、信息泡沫、弹幕。也有人清晰地归
纳出这些常见现象对社会意识形态的规律性
影响，比如：搜索引擎在消减我们的记忆能力；
思维的碎片化在切割甚至粉碎我们祖传的线
性思维；“娱乐至死”，信息茧房剥夺了我们的
深度思考；信息泡沫挤占了我们的想象时空。

这样的意识形态背景，要让记者来“引领
时代”可见有多么艰难。我们如果再试图沿用
以往传统的“理性”“规则”来教化人心，显然事
倍功半。以往的方式不行不灵了，怎么办？习近平
总书记也给出了方案，就行业而言是深化媒体
融合，就记者个体而言，是增强“脚力、眼力、脑
力、笔力”。

“脚力”是到达与追溯新闻源头的能力，它
能以态度与勇气去支撑实现提升。

“眼力”是观察、识别、选择和获取新闻的能
力，它能以职业训练与实践去支撑实现提升。

“笔力”是呈现、表达、定形新闻作品的能
力，也能以职业的训练、技术培训的方式来支
撑实现提升。

“脑力”是思想力，它是前三力“托底”的力
量，同时也是前三力升格的力量。这是光靠职
业训练和实践难以提高的能力，也是不凭意愿
与勇气就能提高的能力。那么，脑力怎么提升？
在当下的职业环境里，我认为有四个支点：

1.信守这个时代意识形态的主流价值。这
样，才能立场正确。

2.坚守5000年线性阅读形成的线性思维。
这样才能粘连起思维碎片，构成昨天、今天与
明天，持有良好的思维习惯。

3.维护自己的记忆能力。这样才能将接收
到的有用信息转换成独立思考的资源，形成自
己的见解。

4.珍惜自己的想象时空。有时间去想像才能
到达别人不曾到达的空间，才能开辟思想境界。

四
以上到这里，我基本完成了“什么是记者，

什么是优秀记者，怎样才能成为优秀记者”的
节日思考。

归结为：符合时代主流价值的独立思想是
传媒业的稀缺资源；思想力仍是移动互联网语境
下传媒业的核心竞争力；只有愿意并且有能力以
独立的思想去有效引导大众价值与情绪趋向于
时代正向主流的记者，才真正值得时代的尊重。

做一个引领时代的记者
——写在第21个记者节
邵阳日报社党组书记、社长 黄颂明

在追赶传播潮流，向着集采
写、拍摄、编辑多项技能于一体的
全媒体记者转型的路上，我们偶
尔会陷入本领恐慌。但越是艰难，
越见坚守的可贵，越能检验一名
记者的初心。

在舆论传播网络化的趋势
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深入开展

网上舆论斗争，要尽快掌握这个舆
论战场上的主动权。作为地方党报
队伍中的一员，我深感责任重大、
使命光荣。近年来，我和报社的战
友们共同学习新媒体技能，尝试微
信、H5、视频等多种传播方式。在
全员转型的热潮下，我先后策划采
写了《我与新中国共成长》《你有多
美——致敬战“疫”一线的邵阳医
者》《邵阳战“疫”女子图鉴“她力
量”也可挽狂澜》等全媒体作品，均
取得不错的社会效果。

在传统与创新的融合探索
中，转型不是一味地摒弃或“拿

来”，而是要带着传统媒体的严谨
守正与深邃，带着新媒体的创新
与活力，在兼容并蓄中提升新闻
作品的广度与深度。

不管媒介的形态如何变化，
“内容为王”的法则不会变，受众对
新闻作品的思想性、文化性、趣味
性、知识性、感染力等这些要求从
未改变。记者的职业技能在变，但
对记者的职业悟性与职业修养的
要求没有变。作为一名80后记者，
我愿与业界同仁一起，将激情燃烧
在热爱的新闻事业中，书写属于我
们全媒体记者的“黄金时代”。

将激情燃烧在新闻事业中
邵阳日报社 马娟

记者更多的是生活节奏的紧张，日
夜兼程赶新闻的劳苦。哪里有新闻，无论
是在严冬温暖的被窝里，还是酷暑凉爽
的空调房，又或是在进餐的饭桌上，记者
都会毫不迟缓地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从大学毕业进入报社工作至今，3
个年头。在老新闻工作者的“传、帮、带”
下，我从不熟练到尝试着独立完成稿件
采写，再到现在能独立完成重头稿件，经
历了一次蜕变。3 年来，我勤勉工作，积
极参与报道邵阳市在经济发展、脱贫攻
坚等方面的成就以及经验做法，共在《湖
南日报》发稿近300篇。作为一名来自江
苏的“外乡人”和报道者，我见证了邵阳

在经济、生活水平、生活环境、治安等方
面的巨大变化。

邵阳是我的第二个家乡。在接下来的
记者生涯中，我将不辱使命，积极践行“四
力”，挖掘接地气的好故事，采写冒热气的
好新闻，配合好、落实好报社和市委宣传
部的指令，做好邵阳的报道工作，为宣传
邵阳、推介邵阳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践行“四力” 不辱使命
湖南日报社邵阳分社 张佳伟

疫情期间，短视频备受全
国网民欢迎，而面对从未涉足
的短视频，我开始有了危机
感，并不断尝试，争取在新环
境、新任务中取得更快更大的
进步。

有一次，市委主要领导去
邵阳经开区调研企业复产复工
情况。我在拍摄期间，用手机拍
了一段镜头，并在抖音平台制
作了一个题为《邵阳本地员工
最多的企业开餐了》的短视频，
吸引众多网友点赞和评论。网

友留言达 400 余条，大多数是
咨询邵阳经开区企业招工电
话、薪水和上班时间。带着网友
的这些问题，我去咨询了市人
社部门意见，并在平台第一时
间答复，成功帮助40多个网友
精准对接招工。市领导得知这
一做法，对《邵阳新闻联播》给
予了肯定和点赞。

分享这个案例，是因为我
觉得这个时代的媒体变化来得
太快，传统媒体要想变强，不仅
是人变强大，思想也是如此。

行至半山不停步，中流击
水再出发。只有荣誉归零，成
绩归零，才能让自己轻装上
阵，吸纳各方能量走在前列，
是开启人生另一种可能的钥
匙，更是回归初心的路径。唯
有热爱可抵岁月漫长，我也将
继续在归零心态下不断学习、
不断进取，依然热爱手中的话
筒、摄像机，继续做一个新闻
战线的追梦人。

做新闻战线的追梦人
邵阳广电新闻综合频道 周超群

这两年新闻行业变化
巨大，新媒体迅猛发展，传
统的表达形式已经不适应
观众和网友阅读新闻的习
惯。这就对我们的要求更
高了，除去对新闻工作的热
爱，我们还必须不断地学习
新形势、新技能。唯有持续
学习，深耕内容，创新形式，
多生产新媒体产品，才能在
时代浪潮中不被淘汰。

面对媒体大环境，我们在努力学习的同时，还要勇于创
新表达形式。2020年是短视频流行的年份，如何将大家喜
欢看到的短视频内容和形式运用到新闻报道中，是我今年
一直在学习并实践的。从十几秒的抖音短视频，到一分钟
左右的广泛应用于微信公众号的新闻短视频，再到最近两
年流行的第一视角视频VLOG等等，我和我的同事们，一
直在尝试和实践。随着实践量的增多，现在做新媒体产品
也越来越有感觉，也收获了不少流量和网友们的认可。

其实做好新媒体也没有那么难。简而言之，受众想知
道什么我们就去采访什么，受众喜欢什么形式我们就怎么展
现。在今后的工作里，我会继续努力学习，生产更多有价值、
有温度、有影响力的新闻作品，继续增强“四力”，讲好邵阳故
事，传播邵阳声音，为宣传好邵阳继续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掌握新技能 讲好新故事
邵阳新闻网站 晏彬彬

有一次到邵阳市
城镇建设档案馆采
访，在那里我看到了
公元 1225 年的宋朝
宝庆府城图。千年光
阴，飞逝如电，只有那
资江，依旧在时光流
传中奔腾不息；只有
那资江河畔的古城
墙，仍旧在无数风云
变幻中屹立不倒。其

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2006年该馆策划的一场城市照片
巡展，在市民中引起强烈反响，很多市民都在照片中找到
了儿时的记忆。

在档案馆工作了30多年的姜宇腾馆长说 “要继续
用镜头记录城市的变迁，再把照片整理出来，让市民特别
是孩子们了解这座城市的历史和变化。”这番话我感触特
别深，我们记者又何尝不是如此。

现在邵阳通了高铁，也有了机场，与世界的距离更近
了，经济也发展起来了，人民的生活条件和水平也提高
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时提出“三高”“四新”“五项
要求”，“十四五”蓝图启动在际。我们有理由相信，邵阳将
迎来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我期待用手中的笔和镜头记录
这座千年古城的新变化，去拥抱更加美好的未来。

记录时代变迁 拥抱美好明天
红网邵阳站 颜瑶

做政治坚定引领时代业务精湛作风优良的新闻工作者
——我市庆祝第21个中国记者节座谈会发言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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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11月6日举行庆祝第21个中国记者节座谈会，对41位2020年度“德业双优”新闻工作者进行了表彰，获奖代表、各媒体负责同志作了交流发言。
现将部分发言摘要刊发，向每一位默默奉献的新闻工作者致敬，激励大家更加用心用情用力做政治坚定、引领时代、业务精湛、作风优良的新闻工作者。编 者 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