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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邓的

我的师傅叫黎明，我们相识在 2012
年，那是他当记者的第十一年，是我当记

者的第一年。

新闻这一行很特别，“传帮带”传统

尤为重要。每一个新闻现场都是稍纵即

逝，不能重来的。要做记者，就要学会敏

锐的新闻触角、独特的新闻选题、高超的

采访技巧、现场的随机应变等，这些是书

本无法教会我们的，所以新闻人都会有

一个师傅。

遇到一个好的师傅何其幸运，显然，

我是幸运的。

比起科班出身的记者，师傅是“半路

出家”。他说在当老师和记者之间，他选

择了记者，因为他喜欢一直在路上的感

觉，能看不同的光景，见不同的人，听不

同的故事，感受不一样的人生。

我记者生涯的第一次下乡，师傅带

着我去了中桥乡。那年，中桥乡大力发

展辣椒产业，自主创新的辣椒苗水上育

苗技术在全市都具有典型意义，带着一

头雾水，师傅把我领进了育苗大棚。

他跟业主聊、跟农技人员聊、跟当地

群众聊，手里的笔不停地记录着，相机也

时不时地拍。一切看似稀松平常，最后

却成为一篇条理清晰、逻辑严密的“田坎

新闻”，不仅在《南川日报》上大篇幅刊

发，还登上了《重庆日报》。当时的我惊

叹于他超强的业务能力，也开始模仿，渐

渐发现，原来每个问题都暗藏玄机，懵懂

的我也开始悄悄地琢磨起来。

说实话，师傅对我是“放养”的，每次

都让我尽可能多的自己去“奔跑”。他总

是让我多看，看《人民日报》《重庆日报》

《南川日报》，他说不能让他的思维影响

了我的思维，要多学习、多打磨，找到适

合自己的语言风格和行文风格。

在当记者的第 3个月，顶着“实习记

者”的头衔，我拿下了当年南川日报社最

高奖项——总编辑奖，师傅的笑容像个

“吾家有女初长成”的老父亲。

后来漫长的岁月里，师傅还是在路

上，他依旧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由于长

期联系农业农村方面的新闻，所以他采

写的稿件大多来自基层和农村，下乡采

访更是常态，而采访中顶着大太阳、冒着

大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也是常事，但

他从不抱怨，也不追求名利，只是默默地

做着他认为应该做的事情。

作为远近闻名的“田坎记者”，师傅

真的就像他的名字“黎明”一般，给群众

带来了希望。他采写的新闻《中图村 10
吨优质油菜籽寻销路》《玉岩铺村 5万多

斤芋头寻销路》《官地村 5万斤莲花白寻

销路》《福寿镇 20万斤莲藕寻销路》等许

多爱心助农的稿件，每年都能多次为村

民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

“十佳新闻工作者”“十佳通讯员”“优

秀新闻工作者”……师傅获得了很多荣誉。

2023年，是我当记者的第十一年，师

傅当记者的最后两年。他说等退休后，

他就真的放手让我自己跑了，他告诉我

——要保持敏锐的观察力和采访能力，

更要有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和对工作

的敬业精神。要始终坚持深入基层、了

解群众需求的工作方法，不断提高自己

的业务水平和综合素质。只有这样，才

能更好地履行记者的职责使命，为人民

群众提供更好的新闻服务。

黎明：

新闻路上“传帮带”让成功可以“复制”

□ 记者 陈蕗颖

你眼中的新媒体编辑是怎样的？

是随时随地刷着手机的？不，她是

24小时超长待机，第一时间发布指令推

文的。

是在办公室潇洒敲击键盘的？不，

她是能随时掏出电脑办公，坚决脱皮脱

发不拖稿的。

“做编辑哪儿有不加班的？”作为新

媒体编辑，在汪叙含的生活中，编辑工作

和加班早已融为一体，一年 365天，一天

24小时的“全年无休”模式是常态，特别

是遇到时效性较强、读者比较关注的新

闻，无论何时何地，她总能克服一切困难

在第一时间编发。

“经过 9年的千锤百炼，我已经是一

个有‘包袱’的新媒体编辑了。”笔记本电

脑就是汪叙含随身携带的第一个“包

袱”。大年三十，当家人围坐一起吃年夜

饭时，陪伴她的却是随身的电脑和满屏

文字；回老家的车上，接到指令的她毫不

犹豫掏出电脑开始编辑……汪叙含笑

称：“每回休假时我都说要抛开工作好好

休息，但出发时我还是会在旅行箱里给

笔记本电脑腾位置。”

发稿几分钟，幕后一整天。即使是

一条看似很简单的微信推文，也倾注了

编辑的心血。前方记者写的每一篇稿

件，都要经过编辑的阅读、修改、润色、排

版、审核等环节，才能最终呈现在读者眼

前。稿件中，别人的故事总是精彩纷呈，

现实中，编辑的生活总是半夜走出办公

大楼的落寞、绞尽脑汁地选题排版、反复

修改推文内容的委屈以及对家人孩子无

数次的爽约。

“有的人怕黑，有的人怕虫子，我最

怕的是推文发出后的电话铃声。”这就是

汪叙含的第二个“包袱”——压力。

每次编辑完后，她总是看一遍，再看

一遍，还看一遍，即使测试了，仍然会再

对照原稿翻查部分提法，编发完后，整个

人的神经依旧紧绷，甚至特别敏感，只要

听到手机铃声或者看到领导发来消息，

她的心就会条件反射般一紧——“不会

出错了吧？”“有压力才有动力，这个紧绷

的压力包袱，让我迅速成长，一次次推进

我的编辑技能进步。”

带着两个“包袱”工作累吗？

真的很累！她也曾因疲惫和心累萌

生过换个职业的想法。“当我调整心态，

开始重新认识这个职业，我才真正懂得

了新闻背后的意义。新闻工作者并不是

每天‘伸张正义’‘除暴安良’，更多时候，

我们只是将信息尽可能快速、准确、客观

地传达给读者；更多时候，我们报道的是

生活小事，身边的正能量；更多时候，我

们不过是换了一个角度来观察这个城

市。”汪叙含说，因为这个职业，她才更全

面、深入地了解这座城市，更直观、清晰

地看着很多人为这座城市的进步发展不

断努力着，当她以坦诚、真实，努力与读

者建立起心灵共鸣，后台每一条留言，每

一次分享，每一个“在看”和点赞，都是她

成长的标记和前行的动力。

汪叙含：

带着我的“包袱”一直前行

□ 记者 唐湛

2022年 7月，南川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彬成为了重庆市第十批援藏工作队

的一员，援任西藏察雅县融媒体中心副

主任。

察雅县隶属西藏自治区，辖区面积

8400平方公里，全境没有高速，网络上关

于当地的信息量很少，一张反映县城风

貌的航拍全景都没有，李彬敏锐察觉到，

察雅县对外知名度的提升，是媒体援藏

最大的突破口。

7月底，正是察雅县的秋收季节，澜

沧江河谷一片金黄，雪域高原美不胜

收。出于新闻工作者的敏锐嗅觉，他发

现，这里是西藏最早秋收的地区，能够以

一域代表全局，于是，他策划推出既能反

映国家粮食安全、又能推介察雅县特色

的《西藏察雅：秋粮开收 藏东河谷遍染

金黄》主题报道。在他的推动下，当年察

雅县的青稞丰收相关新闻登上了中央电

视台和新华社，并在各个网络媒体上得

到大量转发和广泛传播，察雅县开始走

进人们的视野。

一条主题策划，让察雅融媒的记者

编辑开始对主题策划、对外宣传、航拍技

术、延时摄影、撰稿技巧、编辑手法有了

新认识。其后，团队共同合作，在一年多

时间里，连续推出《金秋高原苹果丰收》

《牧草收割牛羊越冬》《茶马古道上的藏

地记忆》等主题策划，逐步建立起了可持

续的对外宣传工作机制。

到今年 11月，察雅县已在对外宣传

上取得了历史性突破，由察雅县本地采

编团队制作的新闻共计在中央媒体上

刊播 31条、在省级媒体上刊播超过 13
条。藏东察雅的特色物产、生态风光、

文旅资源知名度在全网的知名度快速

提升。

对外宣传取得的不仅是新闻成绩，

更重要的是本地编辑记者在实战中的不

断成长和进步。去年以来，李彬以师徒

结对的方式，对 9个搭档开展“一对一”

“手把手”指导，将所积累的新闻宣传经

验倾囊相授。察雅融媒也开始从只能从

事单一新闻报道的业务瓶颈，向多层次

媒体业务跃进。

今年三月，察雅融媒在昌都市的对

外宣传排名中，一举跃升至前三；六月，

察雅融媒作品荣获“昌都新视界优秀影

像作品奖”；七月，察雅融媒团队首次主

创完成城市形象宣传片《探寻藏地密

码 走进吉祥察雅》的制作；八月，由察

雅融媒采编团队自主操作的新闻《良种

育金秋》，先后在新华社、学习强国、西藏

新闻联播等平台刊播；九月，察雅融媒首

次独立完成纪录片《藏白酒：千年传承的

雪域味道》创作；十月，本地采编团队首

次自创推出人文科考系列节目，全面展

示察雅茶马古道人文历史。

“过去的一年时间，我最骄傲的是带

出了一批能独当一面的‘徒弟’。”李彬告

诉我们，援任到岗的前一个月里，大家都

称呼他为“李主任”，这在以“95后”为主力

的青年团队中，是非常有隔阂感的。半年

之后，“李老头”“老李头”的亲昵称呼开始

出现，称呼的一步步转变，代表着信任与

认可，也代表着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

“路况艰苦、缺氧高反、失眠难受，援

藏期间遇到的这些困难，在看到身边的

小伙伴们的不断成长、在看到察雅融媒

的技术跃升、在看到藏族同胞的认可与

信任后，我觉得一切都值了。”李彬说，他

所做的其实非常微薄，但连接的是民族

之间的厚重情谊，带来的是察雅亟须的

媒体技术，自己有幸融入其间，抒写过雪

域高原的诗和远方。

李彬：

用心抒写雪域高原的诗和远方

□ 记者 黎明

在区融媒体中心，有一个

“一职等你”直播项目，该项目用

“直播带岗”的方式，把岗位通过

网络平台送给成百上千的求职

者。从2021年2月创办至今，已

开展网络带岗直播招聘会34场，

帮助 500余家企业、2000多名求

职者找到合适的人才和岗位。

现在，“一职等你”直播项目已经

成为连接用人单位、求职者的桥

梁和纽带。

“随着直播行业的逐渐兴

起，2020年我们和区人力社保局

决定联合创办线上招聘的‘一职

等你’直播项目，帮助更多人就

业。”区融媒体中心“一职等你”

直播项目负责人卢琳说。

团队成立之初，具体怎么

播出？怎么与求职者互动？怎

么把岗位介绍清楚？这些都是

一直从事新闻工作的“老记”们

所不熟悉的。于是团队充分发

挥主观能动性，主持人当主播、

技术员当导播、记者当“客服”，

并利用“今日南川”APP、南川

人才网等全媒体平台同步开

展，提升直播带岗的覆盖面和

影响力。

“我们直播的方式是不是

太呆板了，能不能把直播搬到

工厂、商场、企业和用人单位？”

最初的几场直播之后，有人开

始建议。

经过商议，2022 年 1 月 17
日，春风行动暨就业援助月专场

网络招聘一改以往的虚拟直播

间形式，选择在金民康电器有限

公司生产车间进行。真实的工

作现场，让求职者对招聘公司有了更直观的了解。同

时，直播带岗也逐渐围绕我区重点行业、重点企业，为

求职者带来“制造业、生活服务类专场”“去产能企业

职工就业帮扶专场”“妇女专场”“中小企业类专场”

“房地产、制造类专场”等专场网络招聘，招聘人员涉

及退役军人、高校应届毕业生、城乡劳动力和其他有

就业意愿的各类求职人员。

“一职等你”直播项目还突出助企纾困，宣传就

业政策，在直播带岗活动中具体从精准就业服务和

政策宣传服务两个方面展开。项目一方面为广大求

职者提供信息发布、求职招聘对接、职业指导、就业

创业政策宣传等全方位就业服务；另一方面结合政

策宣传，把市、区两级的助企纾困政策，在直播现场

解答。为了更方便求职者，“一职等你”直播项目还

设置了求职登记表二维码，在直播时求职者可通过

扫码就能获取登记表。

如今，“一职等你”直播项目已实现线上宣传推

介、云端交流招引、线下现场招聘的整合发展，把以前

“大而全”的综合性招聘会分解成更精准、更灵活、更

有针对性的“小而精”的招聘会，通过精准匹配岗位，

助力求职者与企业之间“双向奔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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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天，新闻在发生，我们在路上。
我们总是通过镜头和笔记录他人，

记录社会，记录时代；我们总是出现在
最需要注视和发声的地方；我们总是用
各自的作品，描摹并构建了这个时代、
这座城市的前行之路。风里雨里，追梦
路上，我们写下梦想，写下拼搏，写下忙
碌与感动，写下敬业与坚守，我们始终
不离不弃，因为初心难忘！

今年 11 月 8 日是第 24 个中国记
者节。感谢每一个在看、在关注、在
参与的你们和我们一起走过长长的
路。今天，我们把自己推上版面，把
我们的故事讲给你们，为你们勾勒一
个更加完整的南川新闻人。

我把我讲给你听记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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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叙含在办公室编发“南川发布”微信公众号推文。 记者 喻梵 摄

“一职等你”直播项目走进金民康电器有限公司
开展直播带岗。 资料图片

李彬带领团队在海拔4572米的德玛雪山上航拍雪域风光。 受访者供图

黎明在东城街道三秀社区与当地村民交流油菜种植情况。 记者 陈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