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房伟：传递打动人心的力量

三年来第二次获得浙江新闻奖，让我深感振奋和欣慰。在这样一个充满焦虑的时代，如果说还
有什么可让新闻工作者聊感慰藉的话，那一定是同行与读者对这一份记者职业的认可与支持。

获得浙江新闻奖，既意味获得了专业认可，更意味着新闻的主题、思想契合了新时代的脉搏，能
引发普遍的认同，彰显了记者的新闻判断和价值判断。

老华侨朱章光然组织家人重走长征路，让子孙牢记“根在中国”，这个故事一开始就深深吸引了
我。还记得接到线索时是周五下午，当时我正随同市人大常委会检查组在杭州湾新区检查，当即就
与该区相关部门联系，并请他们务必说服老华侨及其家人接受采访，后又约定第二天上午采访。

趁热打铁的采访中有很多有趣的细节，我都还记忆犹新，尤其是最后，朱章光然感慨“君子虽远
在他乡，终不忘父母之邦”，给当时在场的人都以极大震撼，大家都陷入了短暂的沉思。那一刻，我认
为我非常有必要认真写好这篇报道，将这种朴实而高洁的家国情怀传递我们的读者。

在日后的新闻生涯中，我将继续专心做好这一件事，努力写出更多贴近群众、弘扬正气、体现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好新闻，传递更多打动人心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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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承承：“沾泥土”和“冒热气”

本报2017年12月23日刊发的报道《“总书记之问”引出红色传奇故事》获2017年度浙江省新闻
奖三等奖，同时还荣获了有“中国晚报界最高奖”之称的“赵超构新闻奖”一等奖。

报道讲述的是宁波北仑人，红色文献保护者、时任安徽芜湖中心县委书记、中共出版事业重要开
拓者张人亚，短暂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故事。

身为采访团队成员之一，我感受最深的是：要写出打动读者的报道，一定要“沾泥土”“冒热气”。
张人亚早年投身革命，留存至今的资料屈指可数。为此，从2017年11月初到12月下旬，采访团

队先后赴上海、安徽芜湖、江西瑞金、福建长汀等地，奔波1500余公里。在历时近两个月的采访中，采
访团队连轴转出差，回到宁波的第一件事就是“码字”，凌晨1点多还和编辑一起对报道字斟句酌……

先后十余篇报道，无一不是带着新鲜感，透着热乎劲“端”到读者面前。这是我们身为传统媒体从
业者对读者的承诺：“自媒体”时代，面对巨大的压力和挑战，我们有担忧，但没有惧怕，我们的作品不
仅“快”“准”“新”，而且更有“厚度”。

孙美星：百姓民生无小事

2017年3月，看到有患者家属在朋友圈吐槽：看个普通肺炎前后花了100多元胶片费，胶片自己
看不懂，医生也用不上。

2017年3月15日，《宁波晚报》以《电子化时代，去医院拍片为啥还要买胶片？》为题，聚焦宁波各
大医院里“去做影像检查必须买胶片”，既增加病人负担又造成浪费的现象，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
注。在当年召开的宁波市“两会”上，多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就医疗胶片浪费问题纷纷建言献策。
报道刊发后，市卫计委高度重视，几天后通过本报回应，承诺将尽快试点对市级医院的系统软件进行
改造，让市民在打印胶片上拥有选择权。

此后，记者持续关注此事进展。半年后，又以《半年过去了，推进医疗胶片电子化工作进展甚微》
为题，再次呼吁有关部门尽快推动相关惠民政策落地。

通过9个月的持续关注，本报先后刊发5篇报道，追踪宁波医疗胶片打印方式变革的进展。
2017年年底，一项普惠于民的医疗改革新政落地，根据市卫计委发文，9家宁波市级医院陆续推出胶
片打印新政。据估算，新政实施后，一年至少能为市民省下医疗费支出超1亿元。

《电子化时代，去医院拍片为啥还要买胶片？》这组系列报道获得2017年度浙江新闻奖二等奖。
念念不忘，终有回响。9个月的持续关注，其中经历不少曲折和困难，但想到能够通过一组新闻

报道，为一项惠民新政的落地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就觉得再难也是值得的。

任晓云：幕后的平凡与喜悦

前些日子休了几天年假回到单位，第一眼就看到办公桌上放着一张获奖证书，我编辑的《总书记
之问引出红色故事》获得赵超构新闻奖一等奖。而在今年年中的时候，也有记者将一张获奖证书放
在我的桌上，那是《象山县“村民说事”助推乡村振兴》获得浙江新闻奖一等奖。

一篇稿件的主要内容，倾注的是记者的心血；而这篇稿件最终以怎样的篇幅、标题，在版面上以
什么位置、什么形式出现，里面则有编辑的付出。我和总编室的其他新闻编辑，都日复一日地在夜班
岗位上尽职地做着平凡的幕后工作。一张张获奖证书，则是记者和编辑对喜悦的共同分享。

张人亚的故事，宁波晚报在2017年9月就开始有了系统的报道。当时那组题为《第一部党章的
“神秘守护人”是宁波人张人亚》的特别策划，就是我编辑的。2017年11月，当张人亚因为“总书记之
问”而名扬全国之时，本报重启了对张人亚的系列报道，我也作为编辑参与其中。对于这样一个重大
主题的报道，编辑首先要做的是确保导向正确、没有差错。我每次编稿的时候，都会对事实部分，参
照本报之前的报道以及其他权威媒体的相关报道进行核实。

编辑《象山县“村民说事”助推乡村振兴》的时候，是个周日。当天下午，在家的我就收到了稿件，提前
开始工作。为了文中提到的“桔子”是不是应该改为“橘子”，就反复查阅字典，力求规范。因为稿件内容
丰富，在字数上很可能突破消息类稿件1000字的上限，晚上上班的时候又对一些语句反复斟酌，最终控
制在980字左右。

王思勤：贴近再贴近、深入再深入

去年12月，我们得知辽宁省政府等多家单位前来象山学习“村民说事”经验，大家都很感兴趣：
一个县的基层治理经验，为何能引来这些“高规格”单位的学习？“村民说事”是一种怎样的乡村治理
制度，它如何能推动乡村发展？

在前往象山实地走访多个村镇后我们发现，“村民说事”制度破解了许多乡村矛盾，让村民敞开
心扉为乡村建设出谋划策，让基层干部竖起耳朵听取民意，让基层党组织在“村事民说”中发现问题、
在“村事民议”中找到解法。

现场的所见所闻，其实已经能撑起一篇新闻稿的写作，但我们并未就此落笔，而是不断的深入挖
掘，想要通过说明“村民说事”制度如何助推乡村振兴，去量化社会治理的经验和成效，把新闻稿件做
扎实。为此，我们不断扩大采访面，从群众满意度、农村人均收入、政府所获荣誉等角度出发，采集众
多数据和20多个案例，还采访了在宁波调研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冯兴元。

去年12月18日，《村事家事说出来 大事小事商量办——象山县“村民说事”助推乡村振兴 群
众对基层党组织满意度达95.2%》刊发。

这短短900多字稿件的背后，是我们对新闻线索敏锐的把握和对新闻作品的精益求精。我深深
觉得，基层群众才是新闻的富矿，只有贴近再贴近、深入再深入，全身心投入其中，才能获得一手的素
材，才能写出更多鲜活的报道，讲更多的宁波好故事。

○12月18日A02版《村事家事说出来 大事
小事商量办 象山县“村民说事”助推乡村振兴
群众对基层党组织满意度达95.2%》荣获2017年
度浙江省新闻奖一等奖。记者：杨静雅、王思勤，
编辑：任晓云。

当黎明还未托
起朝阳，我们已奔波
在采访的路上；当夜
空已落漫天星光，我
们仍在案前奋笔疾
书、排版校对。很高
兴，这一年来，在广
大读者的支持和信任
下，我们收获了丰硕
的成果，多件新闻作
品荣获了浙江省新闻
奖、赵超构新闻奖。

这些获奖作品
中，象山县“村民说
事”助推乡村振兴的
报道，聚焦了乡村基
层治理制度的发展；
寻访红色文献守护
者张人亚的故事，传
播了红色的火种；老
华侨带领儿孙“重
走”长征路的稿件，
触动了市民们的家
国情怀；对医疗胶片
浪费问题的监督，推
动了一项普惠于民
的医疗改革新政的
落地……这些荣誉，
是见证，是认可，更
是鞭策和责任。我
们也将继续不忘初
心、砥砺前行。

记者 王思勤

2017年获奖情况

●7 月 31 日 A06 版《重温 80 余年前红军的
漫漫征途 老华侨带领 10 多名儿孙“重走”长
征路“希望他们可以牢记自己的根在中国”》，
荣获2017年度浙江省新闻奖二等奖、赵超构新
闻奖三等奖。记者：房伟，编辑：朱尉。

○3月15日A07版《电子时代去医院拍片为
啥还要买胶片？有市民吐槽：增加病人负担，还
造成浪费》，荣获2017 年度浙江省新闻奖三等
奖、赵超构新闻奖二等奖。记者：孙美星，编辑：
朱志莹、卢科霞。

●12月23日A02版《总书记之问引出红色
传奇故事 记者五城寻访还原张人亚初心印
迹》，荣获2017年度浙江省重大主题报道优秀作
品奖三等奖、赵超构新闻奖一等奖。记者：杨静
雅、石承承，编辑：任晓云、钱浩。

○1月24日A10版《镇海区在全国率先推出
“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保障工程”独生子女父母有
了“托底”保障》，获2017年度赵超构新闻奖三等
奖。记者：徐文燕，编辑：林兴科。

●7月28日A06版，获2017年度赵超构新闻
奖优秀版面三等奖。编辑：董富勇。

○论文《“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城市形象传
播与媒体担当》，获2017年度赵超构新闻奖中国
晚报新闻论文一等奖。作者：陈旭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