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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月23日，《潍坊晚报》
推出以鼠年为主题的春节特刊。

  2020年1月28日，《潍坊晚
报》推出“战疫”系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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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为记者？记录者也，记人，记事，
记时代。作为潍坊日报社的一名一线民生
记者，我用手中的笔和镜头触摸着城市发
展脉动，记录下城市非凡蝶变，讲述着潍
坊的感人故事，传播着潍坊的动听声音。
我采写的新闻报道，见证着潍坊的一幕幕
高光时刻。
  在全市首条高架城市快速路——— 宝通
街快速路建设过程中，我用一篇篇用心、
用情的报道，记录下它的诞生。《潍坊晚
报》在全市媒体中，率先将宝通街快速路
工程建设中“住建铁军”创造的不可思议
的成绩提炼为“潍坊速度”一词，这个词
成为宝通街快速路建设的一张名片。
  针对群众普遍关注的医院停车难问
题，我采写了系列报道，在社会上引起广
泛关注，推动了潍坊所有医院向患者及陪
护人员提供免费停车这一重大惠民举措的
落实，让医疗卫生服务更完善、更温暖、
更可及，彰显了潍坊的城市温度。
  针对潍坊市政府大楼下班后免费提供

停车位供市民停车一事，我采写的《“市
府大院”拦车杆 高高抬起为百姓》，道
出群众切身感受，在全社会引起广泛反
响，进一步推动全市机关事业单位分时段
免费开放停车场，向市民开放停车泊位超
过10万个。
  在潍坊眉村水厂扩容项目进行收尾施
工，需要停水34小时的过程中，我密集推
出一批深度报道，将潍坊在停水34小时前
后的动员力、保障力、凝聚力生动展现。
  在东风桥拆除重建过程中，我记录下
这座桥从旧桥拆除，到桩基施工，到桥面
铺装、沥青铺设等每一个关键节点，并在
全市首发东风桥桥面通车时间，见证了这
座大桥从无到有，成为潍坊城市新地标。
  这几年，我还见证了潍坊口袋公园数
量日益增多，变身成“千园城市”；高品
质公厕遍布城市街头，每一座都24小时免
费开放；路口、学校门口建起一座座“遮
阳棚”；公共自行车站点越来越密集；老
旧小区改造工程连年持续推进，“老破

小”迎来“逆生长”；城区一批老大难
“卡脖子”路被打通，城市框架越拉越
大，“主动脉”不断延伸拓展……
  新故相推，日生不滞。作为一名新闻
工作者，接下来我还将继续与时代同行，
与潍坊同心，肩负起新闻工作者的职责使
命，努力创作更富有感染力、凝聚力、引
领力的新闻作品，唱响潍坊“好声音”，
讲述潍坊“好故事”，展示潍坊“新形
象”，不负记者的初心与使命。

用心用情传播潍坊动听声音

暗访经历让我学会别轻易放弃

  从2013年进入潍坊日报社至今，已经
整整十个年头，有许多采访的故事深藏心
间。对大学生旧被褥回收的一次采访，让
我一直记忆犹新。
  2013年7月，我通过招考来到了梦想
中的潍坊晚报，成为一名记者。进入报社
之后，工作并没有想象中的顺利：找不到
题目和线索，不知道如何下笔……当时，
正值大学生离校期间，看到一个毕业生背
着大包小包远去，我不禁联想到，旧被褥
被卖掉后，会流向哪里呢？
　　第二天，我只身来到了城区某高校，
很多旧被褥回收商聚集在宿舍楼前。我走
上前与他们攀谈，他们非常警惕，对我爱
搭不理。于是，我想到了最笨却也最有效
的方法：为被褥回收商打工。我找到了约
40岁的刘姐，她答应一天给我100元。
　　就这样，我开始为旧被褥回收商打
工。前两天，我跑到宿舍楼上回收被褥，
爬了无数层楼梯，每天从早上7时干到晚
上9时，晒黑了，体重也轻了好几斤。虽
然很辛苦，但是与回收商渐渐熟络起来。

　　第二天晚上，刘姐跟我说，回收的旧
被褥太多了，让我帮她一起运到该高校附
近一小区的地下车库中。等到天色擦黑，
我与刘姐一起来到了她所说的车库。
　　那是一间长满蜘蛛网的旧车库，成千
上万条旧被褥堆放在里面，布满了灰尘。
我脱口而出：“这些旧被褥还能用吗？”
刘姐说：“能用，不少人等着回收来当新
的用呢！”这句话听得我心惊肉跳，还好
我及时用刚买的录音笔录下了这句话。
　　第三天，是我给回收商打工的最后一
天。虽然掌握了很多素材，但是我却始终
没有回收商与“下家”交易的照片。正在
我着急的时候，忽然听到刘姐打电话说：
“你是哪个酒店？我一会给你送去。”我
预感到刘姐要与“下家”见面了。
　　然而，刘姐仍旧对我心存戒备，并没
有让我跟着一起去送被褥。看到她开车远
去，我非常着急。当时，一名骑着摩托车
的男生从我身边经过，我喊住了他，并跳
上他的车后座。他开足马力帮我追车，最
终在一个小旅馆门前停下。

　　下车后，看到刘姐一行正在与“下
家”进行交易，我躲在一旁，偷偷用手机
拍下了他们交易的照片，并录了音……
　　证据收集好后，我回到报社，打开电
脑记录下这几天的惊心动魄……很快，
《潍坊晚报》以两个版的篇幅，对《大学
生旧被褥去哪儿了》进行了刊发报道。
　　虽然这次经历很辛苦，但是对我的记
者之路却有非常大的影响。从此，我懂得
了身为一名记者一定要深入现场进行报
道，不到最后关头决不放弃每一条线索、
每一次努力……

□赵春晖

□李楠

在采访中得到锻炼和成长

  回首过去，在众多的采访中，我参与
最多的应该就是重大节会采访宣传了。每
年的潍坊两会、风筝会、文展会、中国画
节、陈介祺金石文化周、风筝嘉年华等重
大节会上，几乎都可以看到我的身影。在
一次次的重大节会采访中，我得到了锻炼
和成长。
  2011年，我第一次参加潍坊两会报
道，当时主要参与人大代表访谈的采写。
初出茅庐，经验不足，在老记者的带领
下，一边学习，一边采访。庆幸的是，虽
然第一年上会，但采写的稿子没有出现任
何差错，较好地完成了采访任务。第二年
的潍坊两会，我仍负责人大代表访谈的采
写，有了第一年的采访经验，这次上手比
较轻松，轻车熟路，找到了采访的窍门，
采写比较顺畅。从2013年开始，根据报社
的安排，我开始采写潍坊两会政协委员的
访谈，一直到2023年潍坊两会报道。
  采访中国画节我也是年年不落。从

2011年至今，中国画节举办了11届，我参
与了11届的采访和报道。2011年4月16日，
首届中国画节开幕。虽然此时的中国画节
还只是文展会的一个重要板块，但首次亮
相就聚焦了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书画爱
好者的目光。这一年，我主要是学习，参
与的采访报道较少。从第二届中国画节到
第十一届中国画节，我年年不落，成了中
国画节上的“老熟人”，采写的《4000幅
中国画掀开盖头 画节迷了观众眼》等稿
件，给广大书画爱好者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2013年，第三届中国画节上，潍坊被
中国画学会授予“中国画都”的称号，这
也成为潍坊继“世界风筝之都”之后又一
块沉甸甸的金字招牌。我在开幕式现场亲
眼见证了“中国画都”揭牌仪式，作为潍
坊人的自豪感油然而生。如今，中国画节
已成为全国艺术爱好者翘首以盼的文化艺
术盛会，而我也成为大家口中的“书画记
者”。

  回想从事新闻工作的14年，除了潍坊
两会、中国画节外，我还经常参与文展
会、风筝会、陈介祺金石文化周以及寿光
菜博会等重大节会的采访。在这些过程
中，不仅仅是采访、报道，而是一个个很
重要的学习机会，通过重大节会的采访，
更加了解这些行业，为自己解锁了一个又
一个新领域、新知识，从中得到了更好的
锻炼和成长。

□刘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