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莲都区融媒体中心孔安迪：

为杨爷爷捧回“一等奖”

2020年是我到莲都区融媒体中心工作的
第一个年头。当时，我主持并报道了莲都区微
型党课大赛。来自全区的14位选手，用鲜活
的事例、生动的语言，讲述了莲都撤市设区20
年来的奋斗故事。其中的一位选手杨振荣，当
时75岁，是这次比赛中年龄最大的选手，也是
一名小荷志愿者。在舞台上，他动情地演讲着

《桥》的故事，而我在不知不觉中被感染，竟流
下了眼泪。打动我的，不仅是故事的本身，更
多的是他精神矍铄、在舞台上活力四射的样
子。最后，这个节目只获了优胜奖，我看到杨
爷爷眼里闪过一丝失落。

在此后不少报道中，我经常遇到杨爷爷，
有时是在大街上，他捡起烟头来动作敏捷；有
时是在舞台上，他投入地表演小品、快板、三句
半。他热爱舞台，吹拉弹唱样样行，什么角色
都愿意尝试，哪里有演出他都乐意参加。为
了号召大家理解、配合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
作，他自创作品，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显然，那
个优胜奖，并没有影响他的奉献和创作。

2020年底，浙江在线支站优秀新媒体作

品评选开始前，我想到了杨爷爷和他的《桥》，

决定借助这个契机，传播这个好故事。将想
法告知同事后，我们一拍即合，便与杨爷爷一
起，重新创作新媒体作品《桥见家乡》，并荣获
一等奖。对于当时还是“新闻小白”的我而
言，这是一份莫大的荣誉，更重要的是，为杨
爷爷捧回了名副其实的“一等奖”。

龙泉市融媒体中心叶驰龙：

用镜头和笔记录为民情怀

大学毕业后，我成为了一名记者，最初
是报社的文字记者，后来是电视的摄影记
者，现在成了一名全媒体记者。我想，变的
是传播媒介，不变的是以事实为依据、客观
报道每个新闻事件的初心和使命。

2021年5月25日，龙泉市连降暴雨，各

乡镇（街道）闻“汛”而动，积极投身到
防汛工作中。我和搭档也不例外，

第一时间驱车前往自己的联系乡
镇——锦溪镇。

途中，我们了解到，镇村干部
正在转移下锦村偏远山上的农

户，便立即进行跟踪拍摄采
访。面对不愿转移的老人，

镇村干部们耐心劝说，顺利
将老人安全转移至亲戚
家中。对于行动不便的
老人，镇村干部更是将
他们背到车里。这一
幕幕感人至深的画
面，被我和搭档以视
频、照片的形式记
录了下来。拍摄
中，我们顾不上撑
伞，来不及避雨，
浑身上下都已湿
透。后来，这条
新闻在中央电视
台 4 套播出，虽
然只有短短 20
秒，对我而言是
莫大的鼓舞。

每 当 点 开
这个新闻链接，
当 时 的 场 景 依
然历历在目。当
记者就是这样，
用手中的笔和摄

像机记录新闻的
点滴，记录社会的

变迁，成为时代发展
的记录者、亲历者。

我深知，新闻路
上没有捷径，只有不断

锤炼自己的脚力、眼力、
脑力、笔力，才能从气象

万千的新时代中捕捉到最
具意义的瞬间，擘画时代的

壮丽画卷。

青田传媒集团叶春笼：

不畏艰难做好监督报道

作为一名资深的民生记者，在日常工作
中，我除了做好本职工作外，还要带队策划、拍
摄与“每周聚焦”相关的曝光类新闻。2020年
5月，一些卡车每逢凌晨无人时，会偷偷从温
州将淤泥偷运到青田，倾倒在瓯江沿线及偏
远山区。了解到情况后，我带着另一名同事，
一边联系交警部门，通过天眼系统掌握这些
车辆的去向，一边带着摄像机，以周边村民的
身份跟踪调查。

通过三四天在凌晨时段跟踪收集的
线索，我们全面掌握了他们非法跨市、区
倾倒淤泥、破坏环境的证据。期间，我们
多次正面应对这些不法分子。最终，我们
在报纸和电视上推出了《记者调查—来青
倾倒淤泥事件》4 篇连续报道。此事引起
了县领导及环保部门负责人的高度重视，
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整治。与此同
时，报道还受到国家、省、市环保部门的关
注，他们专门组织了专题调研，将这类跨
区域倾倒事件作为典型案例，商讨解决方
案，进行强势打击。温州、丽水两地还联
合出台了加大处罚力度、建立联动合作等
相关的机制体制，整治成效显著，受到了
群众及举报人的高度评价。

最后，《记者调查—来青倾倒淤泥事
件》荣获浙江新闻奖二等奖、丽水市新闻奖
一等奖。

云和县融媒体中心高璐霞：

一场“打鸡血”的“攻坚战”

今年是我在新闻战线的第 20 个年头。
随着媒体破壁、跨界，我也从中找到了自己
的新赛道：新媒体直播导播。从 2019 年组
建媒体融合直播团队以来，我与小伙伴们
数次挑战极限。

2023年元宵节期间，我们连续三天多平
台直播“处州祥龙”，总时长近10个小时，这无
疑是直播团队的一场“大考”。当时，我们只有
4台无线4G传输包，续航时间仅1个小时，如
何保障3至4小时的连续直播？“祥龙”蛰伏三
年重新出现，追龙现场人多，信号干扰如何解
决？直播前，团队多次开展头脑风暴和技术
预演，从技术难题破解，到每场直播行进路线、
时间节点、人员安排，各类突发状况的预案准
备等，逐一进行分析部署和极限测试。

每晚的直播，由主持人、现场协调、摄
像、航拍手组成的直播小组，冒着冬日的冰
雨，奔走在拥挤的人群中。他们一边介绍
现场情况，一边采访市民、抓拍画面，从始
至终呈现最生动的现场；作为导播的我，一
手拿对讲机实时指挥现场摄像、航拍手进

行画面拍摄取景，一手切换直播画面，时刻
注意各类突发状况；我的技术搭档，时时关
注 4G 传输包电量、现场信号，保障直播流
畅……任务顺利完成的那一刻，大家都发
自内心地感到自豪。连续三晚的直播，全
网总观看量突破 300万次，营造出“万人空
巷、全民追龙”的浓厚氛围。

在实战中检验团队，在“大战”中获得
成长。事实证明，我们县级融媒战队也能
打赢“攻坚战”！

庆元县融媒体中心周爱琴：

追光而行 是我最坚定的指引

今年是我与新闻事业结缘的第17个年
头。很庆幸，我依然能在媒体融合的浪潮
中，以“老骥伏枥”的姿态，继续我的征程。

用好作品记录时代风云，是新闻人的
使命。17 年里，我见证了无数真实而动人
的故事，并将它们通过新闻作品，传递时代
温情和社会正能量。

尤为难忘的是，我编辑的首个播放量
超千万的爆款短视频作品，它记录的是一
位车主在高速公路上排除滚桶隐患的暖
心瞬间。当记者最初用横屏加背景的形
式，以《高速散落物品 路人及时排险 交
警：你们奔跑的样子真帅！》为题发来视频
时，我敏锐察觉到这个题材蕴含着巨大的
正能量与爆款潜力。我立即深入挖掘亮
点，巧妙提炼出触动人心的爆点。

经过与记者的多次精心打磨与修改，
竖屏版的《浙 K3703L 的庆元车主，你在高
速上这一幕被拍下了！网友狂赞：你滚
桶的样子真帅》完成。作品一经发布，迅
速 引 发 广 大 用 户 的 热 烈 反 响 与 积 极 互
动。网友们纷纷留言，有人为车主的行
为点赞，也有人担心车主会因此受到处
罚。对此，我及时与交警部门沟通并回
复网友留言，进一步推高视频热度，实现
了多次传播与广泛影响。最终，该视频
在全网播放量突破 6000 万，点赞量高达
20 万，评论近万条，真正实现了以正能量
引领大流量的传播效果。

回首编辑生涯，感慨万千。追光而行，
是我内心最坚定的指引。

缙云县融媒体中心陈伟新：

在一瘸一拐中继续前行

2023年初，经历了又一次手术后，我返
回单位上班，琢磨着策划一个“采访时间自
由，作品空间开阔”的栏目。看见桌上有一本

《缙云地名志》，我的脑海中立即出现栏目的
名称——“地理缙云”。花了半天时间，我写
好“地理缙云”策划方案。中心领导非常重
视，决定将该栏目放在“缙云发布”微信公众
号上推出。

对缙云的山山水水，我非常熟悉，一
开始罗列出七八个题材，但选题要优中选
优。第一篇采写的是缙云与莲都交界处
的几个小村落，推出文章《存在三百多年，
缙云方言“鸟声腔”连隔壁村民都听不
懂！》。紧接着采访型坑村，我推出了《探
秘 ！ 缙 云 唯 一 少 数 民 族 村 的“ 前 世 今
生”》，刊发后很快被省媒转发。除了“单
打独斗”的文章，我着力推出缙云“东南西
北中”系列文章，分别采访了缙云最东边
的龙溪村、最南边的西峰村、最西边的雪
峰村、最北边的西施村和缙云地理中心舒
洪镇，深入挖掘已知、未知的自然景观、人
文历史、民俗文化等等。到目前，该栏目
已推出文章 20 篇。

对我而言，采访是异常艰难的过程。
髋关节手术后，我走起路来一瘸一拐，到姓
潘村、黄金村、北坑村等地，要上台阶，一次
采访下来就如经历了千米跑步。让我欣慰
的是，“地理缙云”栏目受得广大读者的认
可，平均点击量破万。

即使一瘸一拐，我也将一如既往，在新
闻路上坚定前行。

遂昌县融媒体中心章建辉：

40余次进入灾区拍摄

从事摄影记者的 14 年里，80%的时间
我都在基层一线采访，跑遍了遂昌的每一
个乡镇、村庄，总行程达 30 多万公里。采
访途中，我爬过雪山、睡过涵洞。

多年的记者生涯，有不少难忘的经
历，其中最让我难忘的是 2016 年苏村抢
险救援报道。9 月 28 日，我的大腿做了个
小手术，医生缝了 8 针，当晚，我早早上
床。但微信群、朋友圈的一条条关于苏村
的动态，让我难以安心休息。晚上 10 点，
我从床上起来，找了一套迷彩服穿上便出
发赶往苏村。因为道路封闭，大部分的救
援车辆几乎都集中的遂昌北界镇。我把
车停在高速公路桥下，在车上睡了一夜。
次日早上，我边走边拦车，最后搭了一辆

军车到苏村。
灾后第二天的苏村，没有网络，没有发

稿设备，我一边不停用相机记录，一边想办
法以最快的速度赶回县城发稿。当日下午
5 点左右，我们步行了 5 公里，才搭上顺风
车到北界。此时，我的双脚已经在灌满水
的雨鞋里浸泡了一天，皮肤发白，还磨出了
血迹，再加上原本的伤口裂开，疼痛难忍，
每走几步都要停下来休息。回到县城后，
我上了趟医院，请医生帮我多缝几针：“最
好像蜘蛛网一样缝起来，因为我还要进灾
区。”医生告诉我：“你这个是肉，不是混凝
土钢筋，你再这样跑，缝再多伤口照样开
裂。”

从苏村受灾到新家园的建设，我前后
进去 40 余次，拍摄各类照片 3000 多张，见
证了众志成城救灾到齐心协力建设新家园
的全过程，为历史留下了珍贵的资料。

松阳县融媒体中心叶洋灵：

“在路上”是记者最美的姿态

今年 5 月，我们策划推出“顺着藤蔓出
发——松阳‘茶业地瓜’成长记”融媒报道
行动。以松阳为原点，两支融媒报道小分
队顺着藤蔓，分赴四川、湖南、湖北等地采
访 5 位松阳茶师，挖掘“茶业地瓜”扎根全
国各地的成长故事。

我们四川小分队的任务是前往四川巴
中、宜宾，分别采访松阳茶师王春生、潘法
旺。5月10日晚，我们抵达巴中市巴州区，
见到了王春生。他那一口流利的四川话，让
人过耳不忘，我想这是“扎根”的印记。因为
时间紧迫，无论吃饭间隙还是赶路途中，我
们都不忘采访，上茶山、看茶厂、询部门、访
村民，走遍了关键点位，深入采访了 8 个
人。除了最早到巴州发展茶产业，王春生还
助力巴州引进8家松阳茶企，发展茶叶基地
1 万余亩，实现年产值 1.5 亿元。他说的那
句“家乡就是我的资源，家乡就是我的靠
山”，深深打动了我。

5 月 12 日一早，我们转场宜宾市筠连
县。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出自潘法旺之手的

“松阳造”。十年间，他把家乡的茶苗、茶机、
茶师、工艺带到筠连，自辟出一条36小时直
达松阳的物流专线，每天经它在松阳上市的
春茶超过3吨。沿着脚步，我们找到了在他
影响下种茶、采茶、收茶、制茶的一个个代表
人物，并得出一组数据：松阳销往筠连的茶苗
超2000万株、制茶设备超500台，带动3万人
从事茶产业。“只有大家好，才是真的好。”他
质朴的执念触动了我。

6 天时间，4000 多公里路程，其中三分
之二时间在路上，更磨人的还有海量素材、
写稿、剪片。而当他们的故事，在文字和画
面中变得鲜活、丰满时，我心中的成就感油
然而生。每一次“在路上”，就是记者最美
的姿态。

景宁畲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陈亚丽：

做新闻 就要和时间赛跑

“做新闻，就要和时间赛跑”，这是新闻
人最朴素的想法。

农历三月三是畲族的传统节日，这一
天，畲族同胞穿上节日的盛装，通过举办歌
会、开展民族活动等方式，表达对美好生活
的热爱和向往。2021 年 4 月 14 日中午 12
时 52 分，“浙江之声”栏目的白植清老师在
央广报题群里喊：“哪有三月三活动？”我马
上回应：“景宁有。”

此时，我正在给当天上午举行的民族
体育大联欢活动新闻稿件作最后的收尾。
13 时，我把一条 1300 字的活动稿发给白老
师，老师回复：“收到，等消息。”不管能否采
用都不能坐等，我继续自己的剪辑工作。
13 时 05 分，老师“哈罗”来了，要求我把稿
件控制在小3分钟内，央广下午2点档要播
出这条录音报道。

离播出时间不到 55 分钟，中间还要传
输、审核，而 1300 字的活动稿是电视新闻
稿，需要把它改成通俗、口语、具有可听性
的广播稿。得益于多年的广播创优和“新
闻上送”经验，我很快将改后的 810 字新闻
稿送审，并顺利通过。当我把旁白、现场
音响等拷到音频剪辑系统时，已是 13 时
30 分。一个个音响，一条条音轨，满脑子
就是“要快、要准、要有现场感”。13 时 42
分，录音报道生成。我认真听了一遍，尤
其对几个关键节点多次把关，确认无误发
给白老师。

13 时 45 分，白老师弹窗过来：“整个录
音报道要有背景声，不是开头的一小段。”

“好的，我再生成。”我重新添加音轨，一边
听旁白，一边压低背景声，重新生成后再次
发送。

13时52分，我问老师：“可以吗？”
“在听哦！时间太紧张了。第一段很

好听，最后一段也好听。”
这一次，我和新闻一起，跑赢了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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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讲述丽水好故事，传播丽水好声音。记者始终保持对丽水大地的敏锐感知、情

感共振和忠实记录。

今天，我们邀请 9 位来自县级融媒体中心的新闻工作者当主角，听他们讲讲自

己的新闻生涯中，那些难忘的故事。孔安迪孔安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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