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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 代 报 人 对 话

记者 陈 敏

【人物名片】
朱梅华， 1949 年 1 月 出 生 ，

1984 年入职宁波日报，曾任宁波
日报社地方新闻部副主任、宁波
晚报社要闻部主任、宁波晚报社
副总编辑。1984 年至 1994 年，她
主跑教育、卫生两大系统，坚持
深入一线采访，采写了一批可读
性强且有影响力的稿件，见证了
宁波教育、卫生的前进步伐。其
中 有 5 篇 稿 件 获 浙 江 省 好 新 闻
奖，4 篇论文分别发表在 《中国
记者》《新闻战线》《新闻大学》
等核心期刊，其中 《短新闻的深
度》 荣获 1993-1995 年度 《新闻
大 学》 学 术 论 文 一 等 奖 。 1996
年，她荣获宁波市首届“十佳新
闻工作者”称号。

心中有读者，笔下
有真情

“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
总关情”。民生新闻，是党报增强
亲和力和影响力的“拳头产品”，
最能彰显党媒为民服务、为民发
声的初心和使命。群众之事无小
事。复刊 40年来，一代又一代宁
波日报人夙兴夜寐，奔走于大街
小巷、田间地头，倾听民生苦
乐，关注人间冷暖，用手中的纸
笔为老百姓的切身利益鼓与呼。

记者：朱老师，在宁波日报
社 ， 你 是 “ 老 教 育 ”“ 老 卫 生 ”
了 ， 尽 管 你 已 离 开 记 者 岗 位 多
年，依然有很多“卫生人”“教育
人”对你念念不忘，提到你当初
的报道总是赞誉有加。你是怎么
做到的？

朱梅华：我于 1984 年 9 月进
入报社，当时报社安排我主跑教
育、卫生两条线。我白天坚持工
作，晚上恶补新闻专业知识，学
习 优 秀 新 闻 作 品 ， 弥 补 差 距 。
1985 年 3 月，我独自采写的一篇
消 息 《市 师 范 附 小 学 生 质 量 提
高 课业负担减轻》，终于上了头
版 头 条 ， 受 到 很 大 的 鼓 励 。 同
年，另一篇消息稿 《当年持枪跃
马 而今勤学不倦——林存球获
省首次自考特别奖》 获浙江省好
新闻二等奖。

记者：据我了解，教育、卫
生 等 线 很 难 出 好 新 闻 ， 但 你 从
1985 年到 1991 年就有 5 篇报道获
得浙江省好新闻奖，这些报道在
当年引起了不小的社会共鸣。可
以谈谈你的采写经验吗？

朱梅华：心中有读者，笔下
有真情。我常常以此激励自己。

1985 年除夕那天，我在厂堂街老
报社门房的电话机旁整整守了一
夜。第二天，《昨晨市区喜降三头

“小牛”》 见报了，受到读者青
睐。现代人生活节奏加快了，一
直 以 来 ， 我 致 力 于 短 新 闻 的 探
索。如 《甬上良医》 专栏刊登了
一批宁波名医，每篇见报稿仅四
五百字，但当年有众多读者剪报
集 纳 。 又 如 浙 江 省 好 新 闻 作 品

《宁波三中创设“合格加特色”教
学模式》 也只有 500 多字。为读
者服务，是我一直坚持的理念。
1995 年春，高考并轨政策出台，
我们与市高招办联系，考前开展
了高考政策咨询，考后和效实中
学 联 办 了 高 考 填 报 志 愿 指 导 活
动。那晚，北京、南京、上海等
多地高校老师赶来宁波设摊，效
实中学副校长秦成维老师还作了
高考填报志愿辅导报告，3000 多
名考生和家长满意而归。

用我们的笔奏出时
代最强音

教育是国计，也是民生；教
育是今天，更是明天。《宁波日
报》 复刊 40年，也正是宁波教育
尤其是高等教育高速发展的 40
年。《宁波日报》见证了宁波高等
教育一步步长大，一步步变强：
全国首家国有民办高校浙江万里
学院的转制诞生、全国第一个高
教园区铲下第一锹土、全国第一

所独立设置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的中外合作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
迎 来 第 一 批 学 生 ……《宁 波 日
报》 同样见证了宁波卫生事业的
沧海桑田：从疫病频发到控制消
除各种地方病、传染病；从看病
难到建成“城市 10分钟，农村 20
分钟”医疗卫生健康服务圈；从
看不了大病到拥有品牌学科；从
赤脚医生到家庭医生……

记者：改革开放以来，宁波
的教育、卫生事业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朱老师，你还记得当
年你跑教育、卫生线时，宁波高
校和医院的情况吗？

朱梅华：我初入报社时，走
访过全日制高校宁波师范学院和
宁波高等专科学校，得知从这两
所高校走出来的毕业生相当受欢
迎。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我市一
些有识之士曾呼吁：宁波要多建
几 所 高 校 ， 以 适 应 宁 波 发 展 需
求 。 这 几 年 ， 我 目 睹 了 宁 波 教
育、卫生事业的巨大变化，听说
目前宁波在校大学生有 16 万人，
感到由衷的喜悦和自豪。

记者：记录时代变迁，见证
发展历程，激扬奋进力量。复刊
40 年来，《宁波日报》 刊发了一
批又一批有影响力的教育、卫生
稿件。朱老师，你认为作为一位
身处时代变革中的记者，该如何
做好教育、卫生新闻报道？

朱梅华：确实，社会变革提
供了丰富的新闻素材，但也是对
记者的一大考验。今年新冠肺炎
疫 情 期 间 ， 我 注 意 到 《宁 波 日
报》 刊发了大量鲜活的稿子，记
者们冒着风险奋战在抗疫一线。
作为老报人，我很高兴看到老一
辈 新 闻 人 艰 苦 奋 斗 的 精 神 在 你
们 身 上 得 到 传 承 和 创 新 。 对 于
如 何 做 好 时 代 变 革 中 的 新 闻 报
道 ， 新 闻 界 前 辈 认 为 “ 吃 透 两
头 ” 很 重 要 ， 我 的 理 解 是 既 要
聆 听 党 中 央 的 声 音 ， 又 要 接 地
气。若能找到两者的结合点，那
么采写的报道一定有新闻价值。
1991 年 3 月 19 日下午，在走访宁
波师院时，我得知青年教师楼森
岳科研成果很出色，那一刻，我
的 脑 海 里 立 刻 跳 出 前 几 天 《人
民 日 报》 发 表 的 一 篇 关 于 京 城
高 校 的 科 研 报 道 。 我 意 识 到 楼
森 岳 这 一 人 物 颇 有 新 闻 价 值 ，
当 晚 赶 到 他 家 采 访 ， 连 夜 写 好
初 稿 ， 第 二 天 再 修 改 核 实 。 这
篇 题 为 《楼 森 岳 科 研 成 果 引 人
瞩 目》 的 报 道 获 得 当 年 浙 江 省
好新闻二等奖。记者如果遇到新
鲜的题材，一定要抓住不放。同
样获得省好新闻奖的 《台北病人
许宝玉隔海来电求医 宁波医生
常 敏 毅 当 即 电 告 处 方》 即 为 一
例 。 为 写 出 好 新 闻 ， 我 用 心 写
作，光导语就写了 5 个。

那些年，我还致力于采写接
地气的报道，如综合性大医院推
出新技术新项目、基层医院开设
特 色 专 科 ， 深 受 寻 常 百 姓 的 欢
迎。这方面，《宁波日报》 一直有
着很好的传承和创新，现在不仅
开设了不少民生专栏，还专门开
辟了民生新闻版，在写作、编辑

形式上更是作了很好的创新和探
索。

做时代变革的“瞭
望者”

作为党媒，不仅要讲正能量
的好故事，也要直面问题，激浊
扬清，针砭时弊，建言献策。复
刊 40 年来，《宁波日报》 始终秉
持着对党和人民负责、对改革开
放事业负责的态度，努力承担起
舆论监督的重任，促进经济社会
的发展进步。如今，《宁波日报》
不仅开设有“监督在线 （监督跟
踪） ”“求证新闻”等监督专栏，
还设有“e眼关注”监督专版。就
在 2018 年初，《宁波日报》 围绕
工地围而不建、半扇门现象、垃
圾围城等，在头版醒目位置一连
推出 13篇舆论监督报道，力度之
大创下历史之最，这组报道获得
当年的浙江新闻奖。

记者：朱老师，说起舆论监
督，一些老报人自然会提到你写
的 《一条不该发生的新闻》，能介
绍一下是怎么回事吗？

朱梅华：那是 1988 年 4 月 20
日下午，作为两会机动记者的我
赶往现场采访，意外发现有 20 多
位代表姗姗来迟。我上前询问原
因，等中场休息时，从会场后台
得知市委书记批评了这个不应该
出现的问题。我立刻跑回报社，
写了一则现场见闻。第二天见报
后，老百姓对此议论纷纷。新华
社宁波支社资深记者郭说传看到
这 篇 报 道 后 ， 打 电 话 给 宁 波 日
报社总编辑，说这篇报道是“真
正的新闻”。时任市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钱念文笑着对我说，批评得
很及时，市人大已通知全体代表
认真读一读这篇报道，以端正会
风。

记者：舆论监督不容易，我
知道你当年采写了不少舆论监督
稿，你能跟我们讲讲该如何写舆
论监督稿吗？

朱梅华：舆论监督确实难度
很大，要考虑多种因素。但是多
年以来，《宁波日报》 不仅坚持舆
论 监 督 ， 而 且 做 得 很 好 。 2018
年，日报发表了 13 篇监督报道，
得到市领导的充分肯定，市纪委
监委对 29 名责任人员进行问责，
组织部还将整改情况列入干部行
为参考。这是一次成功的舆论监
督。我认为舆论监督是为了解决
问 题 ， 因 此 要 注 重 正 面 引 导 。
1993 年夏天，有读者反映，一些
医生随意开大方、CT 单，个别医
生还向病人索取红包。宁波日报
社地方新闻部经过探讨，在宁波
市卫生局的支持下，就医生收红
包、药房承包等热点问题组织开
展 了 一 次 “ 医 德 医 风 大 家 谈 ”。

《宁波日报》 先后刊发了 《重塑白
衣天使形象》《救死扶伤是医生的
天职》 等 9 篇稿件。这次讨论，
在医务界产生了积极回响：市二
院率先发起“廉洁行医，拒收红
包”签名活动，17 位医学专家赶
往永寿街老报社，欣然参加夜间
义诊活动，广受赞誉。

心系寻常百姓
——访宁波市首届“十佳新闻工作者”朱梅华

1996年组织高校招生政策咨询活动，朱梅华在现场接受电视台记者采访。 （资料照片）

采访结束后，朱梅华 （左） 与记者合影。 （受访者提供）

本报讯（记者陈青 通讯员楼
晓娴 杨力克） 记者昨日自宁波出
版社获悉，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
办公室发布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
目 2019 年绩效考评结果通报》，对
2019 年 168 个已结项项目进行综合
绩效考评，评选出出版质量、社会
效益、项目管理等方面表现突出的
优秀项目 58 个，并对承担单位予
以表扬。宁波出版社 2017 年度国
家出版基金项目 《我国生态文明的
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 位列其中。

《我国生态文明的理论创新与

实践探索》是赵建军专家团队的国
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绿色技术范
式与生态文明制度研究”的重要理论
成果，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哲学层
面的思维方式和科技层面的创新支
撑。项目通过绿色技术范式切入分析
生态文明建设，进一步厘清了社会发
展同技术范式更迭之间的关系，探讨
了通过绿色技术范式推进生态文明
制度建设的途径，不仅丰富了绿色技
术体系的内容，而且丰富了生态文明
建设相关理论，学术价值高，于 2018
年11月完成结项验收。

宁波出版社上榜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优秀榜单

本报讯（记者林海 通讯员陈
皎宇） 记者前日了解到，在刚刚结
束的 2020 年中国马术优 （U） 青计
划-精英直播赛上，宁波体育运动
学校选手汤凯伦获得马术场地障碍
赛青年组 100 厘米和 120 厘米双料
冠军。据了解，这是一场线下录
制、线上直播的比赛。

这次比赛，宁波体育运动学校
有多位骑手报名参加，除了汤凯
伦，曾在青运会上夺冠的任诗雯夺

得 马 术 障 碍 赛 青 年 组 100 厘 米 季
军。2002 年 10 月出生的汤凯伦从
小学 4 年级开始进行马术训练，曾
在英国伦敦的克兰利公学留学，该
校拥有自己的马场、马术队和专业
马术教练。

近两年来，马术运动在宁波取
得快速发展。张兴嘉获得东京奥运
会“入场券”，宁波马术选手代表
浙江队参加全国马术场地障碍锦标
赛夺得团体金牌。

中国马术优（U）青计划-精英直播赛

宁波汤凯伦获双料冠军

江哲民

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
我给 《宁波日报》 写过不少稿
件，忆及最深的是 3 篇头版头条
的故事。

1983 年 6 月，在奉化航运公
司担任文书工作的我，被抽调到
奉化经委企业整顿办公室工作。
时任奉化县副县长兼经委主任袁
臻得知我以前在部队搞过报道工
作，要我在做好文字工作的同
时，到工交企业多跑跑，给 《宁
波日报》 发些稿件。

当时，《宁波日报》 是一张
四开报纸，由于报社的记者力量
配备没像现在这样足，一版、二
版刊发的多是全市经济建设方面
的稿件，通讯员稿件被录用并不
是很难。一个月时间里，《宁波
日报》 采用了我写的 《奉化化肥
厂战高温、夺高产》《奉化工业
缝 纫 机 厂 扭 亏 为 盈》 等 5 篇 稿
件。

来经委企业整顿办公室上班
一个多月后，县报道组的徐国峰
建议我结合中心工作，在稿件的
新意、深度上下功夫，力争登上

《宁波日报》 头版头条。老徐的
话给了我很大的触动，“上头版
头条”成了我的动力。

这年 8 月下旬，我从县二轻
局了解到，该局下属的奉化汽车
空压机厂生产的 6120 汽车空压
机在去年年底被省主管部门列为
免检产品后，不故步自封，生
产、技术、工艺设备、质量管理
等部门人员组成 5 个质量攻关小
组，对影响 6120 汽车空压机质
量稳定的窜油问题进行集中攻
关，使免检产品的质量进一步提
高，6120 汽车空压机产品合格
率在 99%以上。听了介绍，我觉
得这题材不错，9 月份又是全国

“质量月”，《宁波日报》 肯定需
要这方面内容的稿件。

奉化汽车空压机厂厂址在尚
田，离奉化城区有 4 公里路，8
月天，骄阳似火。我吃罢午饭，
顾不上休息，头上戴着顶草帽，
骑着自行车就往尚田方向赶。到
厂里采访厂长后，又先后采访了
5 个质量攻关小组的组长，连夜
写成 《奉化汽车空压机厂组织攻
关——免检产品质量又提高》 一
稿，在 9 月 10 日的 《宁波日报》
头版头条刊发。这是我发表在日
报头版头条的第一篇稿件。

1984 年春，中国大地冉冉
升起了一颗改革明星，他就是海
盐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步鑫生
坚持改革，打破“大锅饭”，使
企业起死回生。一时间，大报小
报争相报道步鑫生的改革经验。

“奉化有没有步鑫生式的厂长？”
这一找还真让我找到了。奉化二
轻局下属的奉化电器零件厂是家
只 有 72 名 职 工 的 小 集 体 企 业 ，
由于经营管理不善，职工生产没
有积极性，企业长期处于亏损状
态，到 1982 年底，厂里欠发职

工工资 6 个月，企业濒临倒闭。
1983 年 初 ， 经 职 工 民 主 选 举 ，
29 岁 的 会 计 林 国 华 出 任 厂 长 。
林国华上任后，大刀阔斧地进行
改革，对冲床、五金、电器胶木
等 4 个 车 间 实 行 承 包 责 任 制 ，
实 行 核 算 到 车 间 、 定 额 到 人 、
以 劳 动 定 额 计 算 工 资 。“ 大 锅
饭”被打破了，职工的生产积
极性上来了。到年底，原先欠
发职工的工资全部补齐，全厂
职工的月平均工资比原先增加
20%，企业的当年利润也创造了
建 厂 以 来 的 最 高 纪 录 。 据 此 ，
我 写 了 《“ 我 们 厂 里 的 步 鑫
生”》 一稿，1984 年 5 月 2 日被

《宁波日报》 在头版头条刊发。
稿子见报后，奉化有不少企业
到奉化电器零件厂取经，林国
华实行经济承包责任制的模式也
很快在全县二轻企业中推广开
来。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各种
新事物层出不穷。奉化原本只有
国营奉化汽车站独家经营，百姓
埋怨乘车难、乘车遭罪。1983
年，属集体企业的大桥汽运公司
率先购买 2 辆客车，运营奉化至
宁波线路，到 1984 年 10 月，又
有奉化航运公司、县粮食局、县
供销社的车队先后购买客车，投
入奉化至宁波和其他山区线路运
营，使旅客乘车难问题得到了极
大的缓解。我参加宁波市交通局
的一个客运工作会议时了解到，
除奉化外，象山、鄞县、余姚都
有集体企业运营的客车。宁波市
下属的各县有集体经营的客车
39 辆，新辟线路 16 条，每天运
送旅客 7000 多人次。我据此写
了篇 《方便旅客乘车 开拓经营
门路——集体客运业异军突起》
的稿件，被 《宁波日报》 于 12
月 4 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发。报
社编辑还为这篇报道配发了编者
按：“我市各县集体运输单位兼
营公路客运，补充国营经济不
足，有利于企业，又方便群众，
确是件大好事⋯⋯”

值得一提的是，在 20 世纪
80 年 代 初 ， 我 与 《宁 波 日 报》
的编辑几无联系，所有稿件邮
寄，3 篇头版头条和其他被录用
的稿件，是哪几位编辑编的也不
清楚。《宁波日报》 的编辑重稿
不重人，择优录用，这是像我这
样一个基层通讯员的稿件能登上
头版头条的根本原因。

更多优秀来稿见中国宁波网
“我与宁波日报征文选登”。

如果《宁波日报》曾经感动
过您、影响过您，如果您的一段
人生轨迹曾经被本报记录，或者
您与本报有过特殊的感情与联
系，请您拿起笔来，讲述“我与
宁波日报”的故事。纸质来稿请
寄至“宁波市宁东路 901号宁波
日 报 报 网 总 编 室 ”， 邮 编 ：
315042。 电 子 版 来 稿 请 发 至
nbrbzbs@sina.com。

三篇头版头条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