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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一则奉化女孩崔译

文奋不顾身为同学挡下 8刀的新

闻迅速传遍网络，区融媒体中心作

为奉化的主流媒体，对于该事件全

程跟进报道，此次报道在网络上引

起强烈反响，人民日报、新华网等

多家媒体转载报道，微博上的讨论

度更是过亿。90后的毛超峥是此

次崔译文系列报道的主要参与记

者。对于自己的采访能达到这样

的效果，她既为自己感到自豪，也

感恩这来之不易的锻炼机会。

1993年出生的毛超峥，在填

报大学志愿时，出于对新闻的热

爱选择了新闻专业，立志以后要

成为一名新闻记者。2016年，通

过招聘考试，她成了一名报社的

新闻记者，3年来，她关注民生民

情，采写了大量的民生报道。

今年 4月 29日，毛超峥临时

接到电话指派任务：第二天去桂

林采访崔译文。这对于入行 3年
的“新”记者来说，既是一项重任，

也是一个难得的锻炼机会。第一

次碰到这样跨区域的新闻事件，

第一次亲赴外省做现场报道，作

为 90后新生代记者，毛超峥没有

畏惧，次日一大早，她背上一个简

单的双肩包，带上一本小小采访

本，与区委宣传部慰问代表团等

一行人坐上了前往桂林的飞机。

崔译文的学校地处较偏，在下了

飞机之后还需坐上 2小时的车才

能到达，漫长的车程让她无暇顾

得上看一眼桂林秀丽的风景。到

达目的地后，甚至抽不出时间来

吃点午饭就开始了紧张的采访工

作。期间，她不仅要完成写稿的

采访任务，还临时担任起了主播

的角色，在现场进行了采访直

播。忙碌的采访结束后，她就在

手机上连夜赶出稿件，第二天一

早便又匆匆赶回奉化。

“现在回头再看崔译文的报

道，我觉得采访与报道都还有进

步的空间。”毛超峥表示，每一次

采访与经历都是对自己能力提升

的考验，而自己也始终在成长的

路上，从未停止过学习。

工作感言：
“我入行已有 3 年，3 年里我

和奉化这个新区一起经历着蜕变

与成长。许多时候，总能在工作

中收获很多的感动和力量，3 年

里和同事一起坚守岗位‘追’了多

场台风，也深入基层，体验过环卫

工人、建筑工人的生活艰辛，有过

正月初一就赶去采访的经历。3

年的从业时光教会我，只有不断

深入采访才能更靠近新闻真相，

新闻记者永远在路上。”

90后的新生力量

毛超峥：一路“成长”

不忘初心 坚守前行
记者 康新欣

有那样一群人，他们脚上沾满尘土，心中却溢满光热。不管在寒冬酷暑还是深夜凌晨，只要有情况，他们总是第一时间赶赴现场，为广

大市民传出第一手信息。在别人万家灯火、团圆和乐之时，他们却在奋笔疾书，只为赶出白天的采访稿。他们就是所有的记者朋友。

值此第20个记者节到来之际，让我们一起通过区融媒体中心6位老中青新闻人讲述的故事，更好了解和理解所有奔跑在路上的新闻工

作者。愿你们的热情与理想都能在笔尖下挥洒出它的光和热，愿你们的努力与勇敢都能在镜头前被观众肯定，愿你们心中坚持的良知与正

义都能得到回应。

11月 1日一早，徐华良坐上

了前往溪口兰峰村的车，去采访

当地自来水通水一事。兰峰村海

拔 720米，今年 11月通了自来水

后，极大地方便了村民用水。从

城区开车前往兰峰村需要近一小

时，在从事新闻事业的 26年时间

里，徐华良几乎天天如此，深入农

村基层、跑田间地头，与乡村农民

打交道。

徐华良是 1960年 7月出生，

虚岁已 60岁，明年就可退休了，

但他仍然坚持奔走在一线，努力

用自己的笔头反映奉化的三农情

况。跑农业线 20多年来，他对于

新闻有着自己的理解：想要创作

出好新闻，就要脚踏实地，用现在

的流行语来说就是要“接地气”。

因此他一直与农民打交道，沉下

基层去深入了解农民的需求。有

一次采访中，对方因为忙着要干

农活，拒绝了他的采访，并称：“哪

有这么多时间做闲事。”后来徐华

良提出自己帮忙一起种地，对方

才松了口。那次他前前后后帮农

户种了近 3个小时的地，最后这

位农户才抽出时间接受了他半小

时左右的采访。“只有真正知道农

民的需求，才能写出贴近他们生活

的好稿件。”

从事新闻工作26年来，徐华良

不仅写出了许多优秀的报道，还帮

助一些农民解决了遇到的困难。4
年前，大堰镇有一名茶农的茶叶滞

销无人问津，该茶农十分焦虑，他

在采访时得知此情况，积极帮忙联

系品农客电商平台，帮茶农打开销

路，解决了他的燃眉之急。直到现

在，电商平台还每年帮助该茶农销

售茶叶。

像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徐华

良认为，只有深入农村基层，关心

老百姓的生活，才能写出扎实的新

闻，解决他们的困难。正因为如

此，他也多次被评为宁波市新闻工

作十佳先进个人、宁波市抗洪抢险

先进个人和宁波日报报业集团先

进个人；多次获得中国县市报好新

闻一等奖，三次获得浙江新闻奖三

等奖，先后有50多篇新闻作品在各

级新闻奖评比中获奖；今年他还被

省记协评为 2019年新春走基层活

动践行“四力”先进个人。

工作感言：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

要躬行。’要当好一名合格记者，除

了要有过硬的笔力外，还要有一双

政治慧眼，具备判断力、辨别力，同

时脚力要勤，要大兴调查研究之

风，乐做‘泥腿子’记者，这样才能

写出富有感染力、凝聚力、引领力

的好作品来引导群众、服务群众。”

奔跑在一线的60后老记者

徐华良：写稿件就要“接地气”

第一个经济栏目、第一个对农

栏目编导、第一批栏目制片人之一、

第一次组织访谈节目、第一次实施

跨地区做节目……在奉化广播电

视中心做记者20多年里，林佩锋成

为了许多项目的“首发队员”，他的

身份也经历了从栏目编导、制片人

到副总监、总监的角色转换。

林 佩 锋 出 生 于 1964 年 。

1995年，32岁的他从老师改行变

成了一名新闻记者，各种经济节

目、农业节目、方言节目都尝试

过，在实践与研究中不断探索发

现、积累经验。

1999年，奉化广播电视中心

开办了每周一档的对农栏目——

《农科之窗》，他成为了第一个对

农栏目的编导。为了把节目做

好，林佩锋努力学习农业科技知

识，他接触最多的人就是涉农部

门的技术专家与农民兄弟。节目

开播后，受到广大农民朋友的喜

爱，不断有人看了节目后打来电

话咨询，有的甚至直接骑车到他

的单位来要相关技术资料。有一

年，有位搞海水网箱养殖的渔民

打电话给林佩锋，说不知何原因每

天都有大批鱼死亡，于是他立即约

上相关技术人员与专家到现场了

解情况，很快弄清楚了原因。对这

一事件，他将各个环节都进行了认

真采访拍摄，很快就编辑成了一个

专题《鱼病防治》，后来此片获得了

当年省政府评比中的一项二等奖，

受到专家们一致好评。

林佩锋始终谨记，作为媒体人，

就是要做老百姓需要的、爱看的新

闻，能帮助解决他们的困难，才是真

正的好新闻。但是电视宣传工作十

分繁重劳心，人手不足时，一个人当

三个人用。他经常起早贪黑，采访

写稿、编辑摄像连轴转，扛着15公斤

重的摄像机四处跑，有一次在台风

天外出采访时，若不是同事帮忙，差

点掉进海中。想起以前的工作，林

佩锋笑说道，当记者不能怕吃苦，一

定要手脚勤快，多跑现场。他一直

以这样的信念鼓励自己，“勤勉踏

实”地向前走。也正是这些可贵的

经历，让他一点点成长起来，成为了

一名优秀的新闻工作者。

工作感言：
“常言道‘泉香方可酒洌，品优

自当功成。’转任记者 24年来，我始

终不忘电视传媒的重任，忠诚党的

新闻事业，时刻以共产党员的觉悟

和理性来约束自己，以乐观的革命

情怀和踏实的工作作风来保持敬业

奉献、谦虚谨慎、务实创新的党员记

者形象，勤勉、踏实地向前走。”

不断创新的“首发队员”

林佩锋：“勤勉踏实”地向前走

每天一早出门，晚上天黑进门，

这是许犇的工作常态。1985年出生

的他，2007年 2月他选择记者这个行

业的初衷只是为了在毕业之后能够

找到一份工作，但入职报社之后，他干

一行、爱一行，很快成了业务骨干。4
年前，他还成为了区委主要领导的专

职记者，每一天他都加倍用心做好每

一篇领导活动报道，用他的话说：“这

项工作富有挑战性，累且快乐着。”

“累”是因为自接受这项工作以

来，他没有请过一天假，甚至连孩子

出生时还在活动现场。但这之中更

多的是“快乐”，因为领导活动报道，

可以通过自己手中的笔，让党的声音

第一时间“飞入寻常百姓家”。

“很多时候都是‘连轴转’，顾不

上吃饭。”许犇说，领导活动至中午12
点或晚上六七点是常事，如果自己先

去吃饭再写稿件，就会拖慢值班总

编、责任编辑、审核、照排、校对等后

续一系列程序，有可能会导致稿件在

新媒体上晚发一个小时甚至两个小

时。为此，他总是把自己和小家放在

工作之后，常常饿着肚子用心赶写稿

件。这么做不仅是为了让领导放心，

更是为了在稿件见报后让群众满

意。如今的他，平均每个月都要采写

领导活动报道 20余篇，“很多时候，

为了工作起早贪黑，虽跟儿子在同一

屋檐下，父子俩却没能碰上面。”他记

得，最长的一次是连续 5天，再见面

时他明显感到儿子对他的生疏感。

2016年 1月开始，《奉化日报》在

第一版开设“犇犇说事”时评专栏，由

许犇主笔，每周撰写一篇新闻评论。

“每周一篇评论的工作量着实不小，

但看着自己撰写的评论推动了区委

区政府的中心工作，并让相关部门对

一系列社会问题引起重视，再累都值

得了。”目前，“犇犇说事”已成为《奉

化日报》唯一以主笔人名字来命名、

固定时间刊发、办栏时间最长的时评

专栏，平均每年刊发评论 50余篇，创

下《奉化日报》复刊以来个人评论刊

发最多纪录。专栏自刊发以来，受到

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不仅获评宁

波新闻奖新闻名专栏，而且通过评论

推动区委区政府的中心工作，成为奉

化发挥正确舆论导向作用的重要社

会公器。

工作感言：
“自认为业务能力和知识水平在

报社记者中并不算优秀，因此要想在

工作中有所成绩，就得比别人付出更

多的努力。虽然多年来只顾工作不管

家庭，想起来心里总会有些许愧疚，但

作为一名党员，我要求自己无愧党媒

记者身份。作为党媒记者，我们有责

任投入奉化改革发展的浪潮中，坚持

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正确的舆论导向，

记录现实、书写历史，不断做好正面宣

传‘加法’。我个人理解重点要讲好三

类故事。一是讲好奉化人，二是讲好

奉化事，三是讲好奉化景。只要我们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去采写好每

一篇报道，就一定能不断感动他人、感

动自己。”

勇挑重担的85后

许犇：“无愧”党媒记者身份

从 1999年接触新闻工作以来，

董迪已经在这个行业做了 20年，其

中有 17年时间是扎根在基层——在

溪口广电站跑新闻。17年间，他走遍

了溪口所有自然村，除了财务一职，

拍摄、剪辑、写稿、策划、广告等跟新

闻工作相关的岗位几乎样样做过。

别看董迪如今做起新闻来得心应

手，但其实也是个半路出家的人。在大

学他学的是广告专业，所以在刚入行的

时候，几乎什么都不懂，只能跟着别人

学。为了尽快熟悉工作内容，原本可以

每天回家的他，长期住在溪口的宿舍

里，借助晚上时间多了解器材设备。

当时溪口广电站的工作人员并

不多，董迪刚到时，加上他也只有4个
人，后来有的人来来去去，最少的时候

仅有他一个人在做新闻。虽然工作在

基层，他却丝毫不敢懈怠，为了努力实

现自己的价值，他每天盯着奉化电视

台的新闻，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些。

2013年台风菲特来袭，对溪口的

山区造成了极大破坏。10月7日凌晨

6时，董迪得到消息：东岙片东山串岩

下自然村有房屋倒塌，村民被泥石流

埋没，他当即动身，顶风冒雨驱车赶上

雪窦山。但是山洪冲毁道路，东山村

以上汽车无法通行，途中只能搭乘救

援铲车，再步行 30分钟赶到事故地

点，拍下了最重要的救援视频资料。

在17年的基层新闻职业生涯中，

董迪也有过其他的发展机会，但是最后

他还是选择继续从事新闻这一行业，

“这份工作让我学会了很多，摄影、摄

像、剪辑等等，在里面我能找到自己的

乐趣。”他表示，自己不仅对这个行业有

了感情，重要的是能在一次次工作中找

到自己的价值与兴趣所在，渐渐把这份

工作当成热爱的一项事物，能享受其中

的乐趣，这大概就是工作的最好状态。

工作感言：
“‘知不足而奋进，行不止塑品

德’”，我深知在工作中要做出成绩、

开创局面，首先自己要行得正，做出

垂范和榜样；其次，要与同事间建立

平等的合作关系，注意形成合力，注

重团结。除了要做好自己本职工作

外，还应努力支持其他各部门的工

作，与同事互相尊重、互相配合，勇于

批评和自我批评，对自己在工作上的

失误能主动承担责任，及时改正，这

样才能身正为范，敢于担当。”

扎根基层17年

董迪：把工作变成“热爱”

大学学的是日语专业，入职

后先去做了拆迁工作，后出于对

摄影的喜爱，又做起新闻记者。

今年是何腾涛在区融媒体中心的

第 4个年头，尽管入行时间不长，

这位 1990年出生的年轻记者却

已跑过许多地方，延边、桂林、杭

州……都有他采访过的足迹。

2015年 6月，何腾涛刚进奉

化广播电视中心时，对于新闻一

窍不通，每天有采访时就跟在师

父与同事后边认真学习。晚上的

时候会准点把奉视新闻从头看到

尾，对比自己剪辑的视频和成片

的差距；或是看央视和省台的新

闻栏目，学习模仿别人的拍摄手

法，以此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

从最初的不熟练与人搭档工

作，到现在轻车熟路，更享受一个

人的工作状态，其间都是他为新

闻所付出的努力和心血。去年

11月，何腾涛前往奉化对口帮扶

城市延边去采访在当地挂职的医

护人员、教师、干部等，与延边的

新闻工作环境有过短暂的接触。

那里的条件相比奉化要艰苦，室

外寒冷的天气一度让摄像机的电

池都无法工作，每次出门采访都要

带两三块电池。这次异地采访让

他切身感受到远赴延边挂职干部

的工作不易，这一趟行程，他和同

事一起带回了5条电视新闻稿。

目前，何腾涛是时政新闻的

跑线记者，每天有区里的重要活

动、重要会议要跟拍采访。他认

为任何新闻都要力求严谨，尤其

是报道区委主要领导的内容，更

不能出错。“但有时候太多的会议

拍摄往往把思维固定在了模式里

面，对于好的新闻创作不免有点

束缚。”何腾涛表示，他希望能在

未来的路上继续学习探索，不断

提升业务能力，为自己成长打下

一步步坚实的基础。

工作感言：
“从拆迁一线到媒体记者，虽

然两份工作跨度有点大，但一进

到采访部这个大家庭，融洽的同

事氛围，充满新鲜感的工作内容，

让我很快融入到了这份工作中。

当记者 4年来，最有成就感的，就

是可以去从未踏足过的地方，看

从未见到过的风景，用镜头和文

字记录下这座城市的变化和奉城

百姓的平凡故事。在记者节到来

之际，我也要给自己鼓鼓劲、加加

油，多向老一辈记者取经，多学上

级台优秀作品，希望在融媒体改

革的浪潮中，当好新时代党和人

民的‘代言人’”。

入行4年的时政记者

何腾涛：在“探索”中学习

——第20个记者节特别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