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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工作的昭通市是集革命
老区、乌蒙山连片特困地区、散杂
居民族地区、生态脆弱敏感地区为
一体的深度贫困地区，是全国贫困
人口最多的地级市和全省脱贫攻
坚主战场。

为真实客观反映和报道昭通
脱贫攻坚事业，今年 7月，云南日
报报业集团组成全媒体采访组，深
入11个县（市、区），行程3000多公
里，采访了基础设施建设、跨县易
地扶贫搬迁安置、产业示范基地、
东西部扶贫协作滇粤工业园等近
百个采访点。

脚下沾满泥土，笔下才有温
度。采访组沿途边采访边发稿，在
集团所属的云南网、云报客户端、
春晚开屏新闻、微博等发稿 220多
篇，阅读量超过千万人次。采访结
束后，在云南日报头版头条和一版

重要位置，连续刊发了《把答卷写
在乌蒙大地上》等 4篇系列报道，
引起了强烈反响，得到各方好评，
彰显了主流权威媒体的责任意识
和担当作为。

记者是新闻事件的记录者，每
当重大突发事件发生，记者不是在
新闻现场，就是在去新闻现场的路
上。自 2012年 8月，我从集团地方
新闻中心派驻昭通分社工作以来，
先后经历了彝良“9·07”地震，鲁甸
6.5级地震等5次破坏性地震；经历
了镇雄果珠滑坡、昭通特大冰凌雪
灾等无数次自然灾害。每次灾情发
生后，我都率领分社记者第一时间
赶赴现场，成为首批到达现场的新
闻记者，冒着危险将灾情和灾区抗
灾救灾的新闻及时报道出去，忠实
地做一个时代的记录者。

作为一名党报工作者，驻分社

几年来，我的最大感受是：不管你
离“总部大楼”有多远，身处什么环
境，都要永远做到心中有党、心中
有人民、心中有爱。都要旗帜鲜明
地围绕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唱响
主旋律，打好主动仗，讲好身边好
故事，以“走转改”和“四力”建设练
就一副宽肩膀，成就一身真本事，
在急难险重中不畏生死，敢于担
当，传播正能量，为新时代而歌。

致敬初心和使命，致敬坚守和
担当。11月 7日，省委宣传部、省新
闻工作者协会在昆明举行庆祝第
20个中国记者节暨第 35届云南新
闻奖颁奖报告会。

中央驻滇媒体、省内新闻界及
部分在昆高校新闻传媒院系师生代
表欢聚一堂，表彰优秀、交流经验、
共度节日。

2018年，全省新闻战线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
要讲话精神，围绕省委、省政府中心
工作，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价值
取向、舆论导向，坚持主旋律引领舆
论，正能量团结鼓劲，采写刊发了大
量反映我省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发
展生动实践的精品力作，为全省实
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营造了良好舆
论环境。

记者节最好的礼物，是“作品”。
颁奖会上，来自全省新闻单位

的299件作品荣获全省新闻作品年
度最高奖——第35届云南新闻奖。
其中，《写在云南改革开放 40周年
之际》等 2件作品获特别奖；《西畴
精神，写在石漠上的壮美史诗》等
43件作品获一等奖；《把云南建设
成为中国最美丽省份》等88件作品
获二等奖；《环保局搬入园区一线办
公》等166件作品获三等奖。

“新时代要有新要求，新时代期
待新作为。”省记协相关负责人介
绍，今年的评奖将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增强“脚力、

眼力、脑力、笔力”要求加入到评选
宗旨和评选标准中，作为评选工作
的总要求和总标准。另外，云南新闻
奖自2017年起设立媒体融合奖项，
经过 2年的评选实践，今年在该奖
项评选总体要求中增加了“新闻性”
一项，并鼓励各新闻媒体自有平台
设立的栏目参评，设奖数额由 2018
年的21件增加为30件。

一件件新闻价值和传播实效俱
佳的新闻作品，唱响主旋律，壮大正
能量，振奋精气神，为全省决战脱贫
攻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
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凝聚了强大力量，
发挥了对全省新闻界的示范作用。

聚焦改革开放40周年主题，云
南日报精心策划撰写《写在改革开
放40周年之际系列评论》，从理念、

实践、愿景及方法路径回顾了这风
起云涌、波澜壮阔的历程，有深度、
分量重。云南广播电视台出品的 4
集专题片《跨越的足音》，通过电视
语言生动地展示了改革开放 40年
云岭大地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媒体
融合作品《云南一分钟》围绕改革开
放40年主题，把镜头聚焦云南的大
美山水、多彩民风、富饶土地、特色

产业、绿色能源、对外开放以及脱贫
攻坚等方面。

2018 年也是脱贫攻坚关键
年。昆明日报通讯《用生命兑现承
诺——追记东川区汤丹镇扶贫办
副主任、中河村党支部书记吴国
良》，选取主人公生前一周、一月、一
年三个时间段，从不同层面生动反
映了主人公心忧、心急、心系扶贫事

业的感人故事。云南日报《西畴精
神,写在石漠上的壮美史诗》一文，
报道采访深入，写作激情飞扬，激荡
着一股时代豪气，发出全省决战决
胜脱贫攻坚的新时代强音。

在聚焦重大主题的同时，新闻
媒体也关注社会民生。2018年7月，
会泽“工地男孩”崔庆涛高考669分，
在工地上接到了北大录取通知书。
获奖作品《崔庆涛，在建筑工地上干
活时收到北大录取通知书》《独家专
访崔庆涛：收到北大录取通知书那
天，他正在工地上搅拌砂浆》，从不
同侧面展现了真实的崔庆涛，传播
了社会正能量。舆论监督是媒体的
重要职责，云南广播电视台的评论
《谁制定了天然气价格》通过主持人
和特约评论员的交流，厘清了问题，
提出意见建议，推动了问题解决。

媒体融合作品同样亮点纷呈，
《我与改革开放共成长网上虚拟展
厅》实景模拟了“云南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系列成就”和“40年40名改革
开放见证者系列访谈”两个展馆，创
作团队综合运用计算机图形技术、多
媒体技术、数字图像处理等，打造理
想中的虚拟世界。《互动新闻》作为掌
上春城重点推广栏目，在报道中推出
一系列以制图、H5、体验、点赞、游戏
为特征的新闻产品，将各类新闻事件
生动呈现在读者面前。

记录伟大时代，讲好云南故事。
站在新的起点，全省广大新闻宣传
战线工作者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继续立足本职作贡献、建功立业新
时代。 本报记者 瞿姝宁

云南省庆祝第云南省庆祝第2020个中国记者节活动在昆举行个中国记者节活动在昆举行——

记录伟大时代记录伟大时代 讲好云南故事讲好云南故事

报告会上，第六届“好记者讲好故事”优秀选手作了宣讲报告。倾情讲述不同寻常
的采访经历和感人故事，生动交流增强“四力”的切身感受和深刻感悟……让我们一起
聆听好记者讲述好故事。

作为一名“90后”，我觉得去年采
访的另一位“90后”小伙才是最帅的。

他出生于 1991年，和我是同
龄人，同样选择从贵州来到云南，
在这片土地上撒下梦想的种子。他
就 是 那 个 与 死 神 较 量 的“90
后”——排雷英雄杜富国。

那是一次特别的采访。现场的
记者很多，大家都挤在一间病房

里，蹲着、跪着，不约而同地保持秩
序。杜富国坐得笔直，声音洪亮地
回答问题。

在杜富国所有的回答里，我印象
最深的是，他说：“在条件允许的情况
下，我想当一个播音员，把我们队的
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很显然，这
是一个与“死神”和解后的回答。

为了更好地完成此次报道，我
曾试着缚住双手蒙上双眼去体验
杜富国现在的感受：不但找不到东
南西北，连平稳的向前走都得缓慢
控制平衡。回想起杜富国开始做康
复训练，一个接一个地下蹲，即便医
生和战友不断叮嘱“慢点来”，他依
然咬牙坚持。我本想用“乐观”来形
容他，但那一瞬间我觉得这个词实
在是太轻了。他是一名铁骨铮铮的
战士，之前是，现在是，以后也会是。

在云南扫雷大队的临时驻地，
我问他们，看到战友受伤会不会后
怕。一位战士回答我：“有什么怕
的，我们就是想着赶快把这些‘铁
坯子’都搞了，不早点搞完战友不
是白负伤啦。”

2018年 11月 16日，第三次扫
雷行动圆满完成。三年来，云南扫
雷大队共排除地雷和各类爆炸物
19.62万枚。当扫雷官兵们唱着军
歌携手走过雷区的时候，他们还给
了边境人民一片安全的土地。

写下战书，“90后”扫雷兵奔赴
雷场。有他们戍边，后方的我们才
有更多的可能。在我们“90后”的战
场，也该有我们“90后”的立场：“你
退后，让我来！”

本报记者 瞿姝宁 整理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李秋明 摄

我，是一名刚参加工作两年的
“90后”，也是一名拥有7年党龄的
青年党员，还是一名用手中的笔和
镜头，记录着祖国变迁的记者。

三十多年前，斗南的花农杨学
彩对种花还十分陌生，这里的祖祖
辈辈都是以种菜为生。三十多年
后，这里已经成为了亚洲最大的鲜
花交易市场。

采访中，老杨说：“夏天 6 点
半、冬天 7点半，就要来地里摘花
了。以前种菜能偶尔偷个懒，但种
花跟养娃娃一样，可马虎不得。”听
着老杨和花农们在花苗间喘着粗
气，我在采访本上写下：“敢为人
先，脚踏实地”。

在通往芬芳生活的路上，斗南
人也走过泥泞和弯路。老杨告诉
我，1993年，斗南鲜花开始过剩，最
便宜的时候，两枝花才卖 1分钱。
于是，村里的年轻人决定去寻找新
的市场。睡着高低床，每天从机场
提来的花就放在床底下或是床上，
人和花挤着睡。他们就这样闯、这
样苦、这样奋斗，直到广州出现了
一条“斗南鲜花街”。我在采访本上
写下：“披荆斩棘，一往无前”。

和斗南人一样，作为记者的我

也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
还记得 2016年 12月 28日沪

昆高铁正式开通，作为实习记者的
我搭乘上第一趟列车，开始了体验
之旅的直播任务。可是一个接一个
的山洞成为我跨不过去的障碍，高
速行驶的列车和时有时无的4G信
号宣告我首次直播任务失败。

我的手机换了一个又一个，祖
国的通信技术也实现了崛起。昆明
作为首批 5G试点城市之一，让昆
明报业传媒集团的中央厨房，已经
可以使用5G网络为用户直播。

从 1983 年的第一株剑兰到
2019年的 82亿枝鲜切花，斗南书
写了自己的奋斗故事。而我，也将
在记者的岗位上，让自己成长的
速度再快些，迈出逐梦前行的铿
锵足音！

2017 年 5 月，我认识了中科
院一位鸟类学家——吴飞，常年
野外科考让他练就了一个特殊本
领——听声识鸟，1000种鸟儿鸣
叫他能说对 990多种。但是，吴飞
告诉我，有一种鸟的鸣叫，他已经
很久没有听到了……

它是绿孔雀，我国一级保护动
物。头顶一簇高高的冠羽，有修长
的双腿、美丽的绿色羽毛。今天，它

的数量已不到 500只，濒危程度超
过了大熊猫。是的，它就快灭绝了。

在采访中我们了解到，常见的
孔雀多是蓝孔雀，20世纪初引入中
国后，开始“喧宾夺主”。而原产于
我国的绿孔雀却越来越少。上世纪
90年代以前，绿孔雀还分布在云南
和西藏的 44个县，如今，它仅分布
在云南两个县。这里的热带季雨
林，是绿孔雀“最后的家园”。

然而，在这最后的家园里，有
一座装机 27万千瓦的水电站正在
建设，即将蓄水的电站将淹没绿孔
雀仅有的栖息地和食源地。绿孔雀
的家危在旦夕！

绿孔雀的命运，引起了多方关
注。我们怀着焦急的心情，跟着护
林员去寻找最后的绿孔雀。两天过
去了，我们一无所获。就在我们返
回时，护林员小李送给我们每人一

根过去他捡到的绿孔雀羽毛。他
说：希望这个美丽的物种不要在我
们这代人手中消失！

时间不等人，我们将真实情况写
成了参考报道向中央反映，很快产生
了反响。不仅水电站被叫停，国家还
紧急启动了绿孔雀抢救性保护。

2017年 8月，我先后接到了两
个电话，一个是吴飞博士打来的。
他告诉我，他马上要去野外科考，
去做绿孔雀的资源本底调查了。挂
电话前，他对我说了一句：“谢谢！”

第二个电话，是电站施工方一
位负责人打来的。他说：“岳记者，我
们的水电站停了，我暂时失业了。想
了很久给您打这个电话，我很佩服
你们做的这件事！我也不希望我的
后代再也看不见绿孔雀了！”

一句“谢谢”，让我温暖；一句
“佩服”，让我感动。

2019年7月11日上午，腾冲市
猴桥镇胆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郭
彩廷在下乡扶贫、抢险救援途中遭
遇泥石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了那
蜿蜒的扶贫路上。

究竟是怎样一种力量，竟能深
深地震撼心灵？究竟有什么样的魅
力，在他离去后，这里的群众依然
潸然？郭彩廷牺牲后的第三天，我
和同事一起沿着他曾经工作和生
活的足迹，去寻找他用生命写在

“共和国1号界碑”旁的答案。
“有事情，找彩廷。”这是村民

们对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因为把
傈僳族群众的大小事情记在心上，
傈僳族群众都亲切的称他为“阿依
帕”，也就是“好大哥”、“好兄弟”。
在这里，我找到了第一个答案：因
为心中有群众，他是群众心中永远

的“阿依帕”。
“又不怕！”这是郭彩廷生前最

爱说的一句话。2013年 7月，郭彩
廷被抽调参与槟榔江三岔河水电
站移民搬迁工作。前后五年时间，
上万次走访，他调处纠纷 200 多
起，最终赢得了 4300多名群众的
理解和支持，更迎来了家乡面貌沧
海变桑田。从他一路迎难前行的选
择和足迹中，我找到了第二个答
案：不忘初心来时路，因为使命在
肩，所以奋不顾身。

走进郭彩廷的家，他80岁高龄
的父亲一遍遍抚摸着儿子的遗像；
妻子和儿子一声声呼唤着：“你快回
来，你快回来……”就在郭彩廷遇
难的前几天，他还安慰着生病的妻
子说：“你再忍忍，等把扶贫工作做
好，我一定请假陪你做手术……”

在这里，我找到了第三个答案：因为
心中有大爱，天地无私写忠诚！

余志未了勿牵挂，吾辈沿路必
向前。我也在叩问自己，如果前进
路上，面对困难和危险，还会勇往
直前吗？会！无论酷暑严寒，还是春
秋冬夏，记者永远在路上。一定会！
因为党旗下的庄严承诺，让我们一
样初心不改，无怨无悔。

今年，作为省委宣传部《云岭
楷模》的发布人，我去到了丽江市
宁蒗彝族自治县沙力村。这里曾是
国家级深度贫困村，有 8个村民小
组不通水不通电，更别说能有一条
像样的硬化路了。当我和同事驾车
8个小时来到沙力村的时候，映入
眼帘的却是一幢幢崭新的砖瓦房、
一条条平坦的通村道路……

村民们告诉我，这条路，多亏
了他们的村支书杨大林。

2004年，在竞选村委会主任
时，杨大林承诺的第一件事，就是
修一条通往外面的路。

没有产业、没有资金，要修通
一条路谈何容易？面对质疑，杨大
林只说了一句话：“虾—妈—加！”
这是一句彝语，意思是“怕什么！”

为了筹集资金，杨大林跑断了

腿，说破了嘴。老父亲看在眼里，把
自己辛苦了一辈子省吃俭用积攒
下来的养老钱递到了他的手上。大
林靠着家人的支持向银行抵押贷
款了10万元作为修路的启动资金。

21 公里的路，他修了整整 6
年。因为这条得来不易的路，大家
的生活有了实实在在的变化。

为了能让村民们早日脱贫，他
带领大家发展产业。刚开始，贫困户
没钱投入生产，杨书记还是那句话

“虾妈加！”他自己出钱，买羊羔，送
猪仔，带头发展养殖业、种植业。现
在全村种植业年产值就达到了300
万元，170户692人成功脱贫。

为了让沙力村如期摘掉贫困
的帽子，杨大林连续奋战在脱贫攻
坚一线，没有一天休息。连医生都
说：“你这身体，再不注意休息，扛不

住的。”2017年12月8日晚上，开会
到深夜的杨大林直到坚持不住，才
去值班室休息。第二天看不到他的
身影，大家觉得疑惑，冲进值班室才
发现，杨大林走了，享年39岁。

采访结束后，我走在杨大林书
记用生命之躯筑起的这条脱贫攻
坚路上，每走一步，我都潸然泪下，
每走一步，我都倍感力量。

云南日报报业集团蔡侯友——

为伟大的新时代而歌

好记者讲好故事

云南广播电视台张晓繁——

信念照亮扶贫路

保山市广播电视台刘杨晓——

写在界碑旁的答案

新华社云南分社岳冉冉——

守护美丽精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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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斗南花田长出的“新苗”

云南网贺凯——

与死神较量的“90后”

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