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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郑绪旻
职业：编辑
从业时间：5年

编辑是一个昼伏夜出的职业。
乍一听，这是不少夜猫子都会喜欢的
工作，可以睡懒觉啊，但是个中艰辛
却是外人难以体会的。

5年前，怀着对这份职业的喜爱
和崇敬，我正式成为一名编辑。没有
夜猫子们想象的精彩，常态就是对着
电脑修改稿件，斟词酌句、推推敲敲，
虽寂寞，但我甘之如饴。

今年初，我成为一个新
手妈妈。休完产
假第一天

上班，熟悉的工作又让我找回了自
信，虽然暂时不用手忙脚乱地对付小
宝宝，但编辑的工作注定了一坐下就
站不起来。第一天上班，回到家已经是
晚上七点，我家红豆是一个不喝奶粉的
小孩儿，那一刻正饿得哭声震天。走到楼
下，红豆的哭声已让我心疼不已。晚上
八点，返回单位继续工作，再回家已经是
深夜11点。对于几个月的小婴儿来说，
七八点是他们的睡觉时间，可我的红豆
却一直在等我，妈妈不回家她就不睡
觉。我一度担

心如果晚上11点红豆还不能进入深度睡
眠，将来长不高怎么办？忧心呀。

编辑的工作就是这样，晚上基本
没有时间照顾孩子，我所见到的前辈
都是这样过来的。但是我对于这份
职业的热爱让我无法放弃。妈妈是
孩子成长道路上的榜样，作为一个新
手妈妈、一个年轻编辑，有时候孩子
确实照顾不到，但是我要成为孩子眼
中热爱工作、积极生活、不懈努力的
新闻工作者——也是漂亮妈妈。

“新手妈妈”编辑之路再出发

姓名：王桂星
职业：记者
从业时间：16年

为提升鲁山县团城乡的供电
安全可靠性，2018年 4月，平顶山
供电公司开始架设 35 千伏熊团
线，新建输电线路大都架设在大山
之间，施工难度很大。当年7月25
日，我前往位于团城乡境内、正在
进行输电线路建设的代石垛山采
访。

7 月正值盛夏，酷热难耐，当
天气温高达39摄氏度。上午9点
左右，我来到代石垛山山脚下，还

未爬山已是满头大汗，十多名准备
上山施工的电力工人正在喝藿香
正气口服液，以防中暑。我在背包
里装了3瓶纯净水。

山势陡峭，施工机械无法上
山，每一个电力铁塔构件都需要工
人扛到山上。9点半左右，我随着
肩扛数十公斤重铁塔构件的工人
们，沿着新开辟的施工便道向山上
进发。

途中树荫稀少，烈日当空，无
风，刚走了十多分钟，衣服已被汗
水浸湿大半。工人们也是大汗淋
漓，厚厚的工装都被汗水浸透。

经过一个陡坡时，我越过工

人，在靠近陡坡顶端的位置为正在
爬坡的工人拍照，没想到踩在一块
小石头上，身体顿时失去了平衡，
所幸在摔倒前单手撑住了身体才
没有“侧翻”。看着下面数十米长
的陡坡，我一阵后怕：若是摔倒后
滚下去……

类似的情况数不胜数：风雪交
加中采访供水管网抢修；顶着烈日
采访天然气管道建设；凌晨一两点
采访白龟湖综合整治……但是，与
那些默默付出的建设者和执法者
相比，我这点儿辛苦算什么！

从事新闻工作，此生无悔！

高温下的采访

姓名：杨元琪
职业：记者
从业时间：10年

作为记者，我深知手中这支
笔的分量，当困境者通过媒体报
道得到及时帮扶和救助时，我的
心里总有一种甜甜、暖暖的感觉。

今年4月22日，第十六座“晚
报爱心书屋”在鲁山县瓦屋镇白
土窑小学落成。“谢谢你们带来精
神食粮，孩子忘不了你们。”校长
马应飞说。从2013年开始，平顶
山晚报连续7年开展“晚报爱心书
屋”活动，如今已在鲁山、叶县、宝
丰等地建起 16座爱心书屋，惠及
6000多名农村儿童。

今年正月十五，一位中年父
亲与两个未成年女儿栖身在湛河
骨伤科医院的病房里。病床上躺
着刚做过肢体矫治手术的大女儿
婵婵，小女儿茜茜依偎在姐姐身

边。来自鲁山县瀼河乡黑石头村
的王向磊是孩子的父亲，他身患
尿毒症，蜡黄干瘦，有气无力，床
下放着三个纸箱子，里面全是一
种名为“低钙腹膜透析液”的药
剂。“这是最便宜的透析办法，他
每天都是自己做。”医院办公室主
任石铄解释道。看到这种情形，
我落泪了，想用手中的笔帮帮他
们。2月20日，我采写的《元宵佳
节，父女仨在病房里度过》一文刊
发后，引起众多关注，父女三人收
到了数笔善款，医院也为婵婵减
免了医药费。“谢谢，你们都是好
心人！”这是王向磊给我发的一条
短信。

“帮别人，就是帮自己。”这是
我的大学辅导员王国雷经常说的
一句话，我记住了。所谓记者“光
环”，不过是我们愿意伸手助人的
一种决心罢了。在这之上，我收
获的是心安和坦荡。

从心安中获得甜蜜

姓名：牛超
职业：记者
从业时间：21年

习惯了当记录者，去聆听、记
录和讲述别人的故事。忽然让写
写自己，还真有点不知所措。

2009 年 8 月的一个晚上，我
突然接到电话，许南路八矿口附
近有一突发事故，让去现场采
访。分秒必争，我打车前往。在
离现场还有一两公里的地方，道
路被封锁，也没有路灯，怕黑的我
强忍着内心的恐惧，朝远处的亮
光处跑。现场一片混乱，寻找目
击者、采访、记录……回到家，来

不及喘口气又开始写稿、传稿，一
切忙完已是夜里近12点。

2013年 12月 17日，受大雾影
响，兰南高速平顶山段发生多起
交通事故，道路堵塞，高速封闭。
我辗转搭上一辆救援车，赶到兰南
高速平顶山服务区南两公里处。
顶着刺骨的寒风，来回步行近十公
里、辗转多个事故现场……从早
上8点一直到下午近2点，手冻僵
了，腿也抬不动了，午饭也没顾上
吃，又赶回单位写稿。

炎热的夏天，为采访和救助
贫困大学新生，我深入鲁山贫困
地区调查，路上采访车坏了，顶着
烈日下车推；空调不制冷，开着车

窗靠风吹，自嘲是“移动桑拿房”。
水电气暖、道路交通，无论大

事小情，暖心事烦心事，只要有市
民反映，我骑上车就去了，挨过白
眼、受过讥讽。朋友同学说我是

“女汉子”，家人说我“不修边
幅”。想想也是，哪有女人天天

“爬高上低”，把休闲衣、运动鞋当
标配，不美发不美容不美甲，偶尔
逛个街，心还绷着，不定什么时候
线索就出现在眼前了……

这就是我，为了心底那份热
爱与责任，仍在一线奔波的记者，
苦着、累着、坚持着。

自从当了记者，我就成了“女汉子”

姓名：傅纪元
职业：记者
从业时间：20年

11月6日下午，师赛雅接到我的电
话时正在设计图纸。8年前，这个贫困
的农村女孩差点与大学失之交臂。

2011年 7月的一天，接到采访任
务后，我来到东环路蔬菜批发市场，
师赛雅正在菜摊前卖菜，身材偏瘦，
穿着朴素，将蔬菜装袋、称重，动作麻
利，丝毫看不出是一个准大学生。在
与其父母的交谈中，我了解到，他们
一家四口是鲁山县马楼乡马村人。
在一次玩耍中，师赛雅的弟弟被严重
烫伤，为给弟弟治病，一家人借遍了
亲戚朋友，师赛雅还曾一度放弃学业

去打工……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
的那个暑假，师赛雅除了帮父母卖
菜，还找了散发宣传页、家庭保洁员
等临时工作。

短暂的接触后，我被师赛雅身上
那种不服输、不向命运低头的劲头所
打动。当天，我写下一篇报道，8月底
在晚报举行的“爱心成就大学梦”助
学仪式上，师赛雅受到爱心人士资
助，顺利进入大学。

多年来，我一直同师赛雅的父母保
持联系，关注着她的成长。进入河南
师范大学后，师赛雅在学校勤工俭学，
寒暑假外出打工，做过导购员、导游、
组装工人、服务员等。2015年，师赛雅
成功考上湖北大学研究生，享受每年
8000元的奖学金和生活补贴。

11月 6日下午，电话接通后传来
一阵爽朗的笑声。师赛雅告诉我，7
年的大学生活让她活出了精彩，也收
获了爱情。去年研究生毕业后，她和
男友去了北京，男友在中国城市规划
设计研究院工作，她在一家大型智慧
企业从事城市规划工作，收入稳定。
明年春节，她将和男友一起回鲁山老
家结婚。说起8年前的往事，师赛雅依
然很动情，她说：“我很幸运，晚报帮我
圆了大学梦，我才有机会去改变命运，
感谢帮助过贫困学子的爱心人士！”

用手中的笔写出有温度有力量
的稿件，是我不懈的追求。而师赛雅
的人生之路让我意识到，自己笔下流
淌的还有爱与责任，是赠人玫瑰手有
余香的满足与快乐。

这份甜，是记者节最好的礼物

辛苦。风吹日晒，加班熬夜，编辑熬夜要耐得住清苦，记者采访永远奔波在路上。

辣 酸

甜

火辣。采访对象的不理解、不配合，业务上的交锋，这些都让人烧心。

心酸。采编人员因为工作原因无法照料家
庭和孩子，我们也有心酸的故事。

甘甜。没有付出，就不
会有收获，看到文字发挥出
的力量，一切都是值得的。

姓名：王春霞
职业：记者
从业时间：21年

多年以后，我依然清晰记得
2000年 7月那个连下几天暴雨后
的晚上，我在齐膝的泥水中，深一
脚浅一脚艰难前行的感觉。当时，
我怀着7个月的身孕。

当夜，郏县堂街镇孟沟水库出
现管涌灾情，两千军民正在现场紧
急抢险救灾。在赶往现场的途中，
车辆无法靠近，我只能下车步行。
到了现场，我和当时晚报采访部主

任李可分头采访抢险的军民及指
挥抢险的领导。随后我们又踏着
泥泞往回赶。回到报社还要写稿，
稿子上交已近午夜12点，肚子早已
饿得咕咕叫，因为晚饭也忘了吃。

后来，每忆及此事，李可主任
都后怕不已：“那晚采访孟沟水库，
真不该带上你，你说万一你滑倒
了，出点啥意外，我可咋向你老公
交代！”

社会新闻记者，就是哪儿有突
发事件，就得往哪儿跑，哪有什么
性别和时间概念。

2010年春，南方特大旱情引发

了媒体的热切关注，我被报社派往
贵州大方县实地采访当地旱情及
河南水窖的第一手资料。贵州到
处是山，村子散布在长长的山沟
里，山路崎岖要靠步行，不但要到
一家一户查看水窖，还要跟随山民
翻山越岭体验背水的艰难，累得腰
酸腿疼，到下午两三点吃不上午饭
是常事儿。

正如有位前辈所说，好新闻是
用脚“写”出来的。后来我采写的通
讯《河南水窖在大湾》获得了赵超构
新闻奖一等奖，所有的辛苦都是值
得的，曾经的苦也化成了甜。

好新闻是用“脚”写出来的
姓名：王辉
职业：记者
从业时间：20年

从业多年来，想起以往辛辣
的采访经历，莫过于 7年前的一
件事。

2012 年 7 月 16 日上午，市区
开源路南段一工地，一座塔吊的
吊臂突然高空坠落。迅速抵达现
场后，我看到损坏的塔吊立在一
座十几层的在建住宅楼前，吊臂
耷拉着悬在塔吊上，工地旁一段
围墙倒塌。经验告诉我，想找到
这起意外事件的亲历者或目击
者，弄清缘由，不会太顺利。

怎么办？从哪里入手？短暂
思索后，我决定从工地周围的居
民入手，由外入内，最后采访当事
人。果不其然，周边居民中不少
人知晓此事，绘声绘色地向我描
述了事件发生过程。其间，一个
神情异常的男子一直尾随在我身
后，暗中观察我的一举一动。我
发现后，装作若无其事继续采访，
但只是口头采访，不做记录。当
对方接近我时，我就同采访对象
转移话题。后来，对方径直上前
质问我：“你是干啥的？”我答：“打
听个人。”

后来又有两名男子紧紧跟着
我，我询问居民时，他们就会训斥
居民“该干啥干啥去，不要乱说
话”，继而又厉声质问我：“你到底

是干啥的？再不走不客气了！”我
笑着说：“没事，老兄，碰见个熟
人，聊聊天。”

后来一位好心人走近我压低
声音说：“这几个人都是工地上
（老板）养的打手，你不要招惹他
们。”我很惊讶，以往只有在影视
作品中才能看到的打手，居然让
我在现实生活中碰到了，随即内
心产生了一丝怯懦，但我还是告
诉自己“采访不能半途而废”。

外围采访完成后，我来到工
地大门并亮明身份，准备进入工
地深入采访。谁知，任凭我怎么
说，把守大门的妇女就是不开
门。我掏出手机欲拍摄工地项目
名称时，此前跟随我的两名男子
连同几个戴着安全帽的工头模样
的人，一下子围了过来，其中有人
冲我大喊：“不准拍！”一名中年男
子冲到我面前，一手拽下我肩上
的挎包，一只手握紧拳头击打我
的头部。危急时刻，我赶紧收起
手机，抓紧挎包不松手……

回到报社，我又采访了市住
建部门相关工作人员。次日，《市
区一工地塔吊吊臂高空坠落》一
文在《平顶山晚报》刊出。

采访在监视与暴力中进行

姓名：徐明卉
职业：编辑
从业时间：14年

在鹰城老城区西部，有一个不起眼
的院子，旧旧的楼，旧旧的路，要是你哪天
路过门口扭头一看，会发现连门卫室都是
旧旧的。但就是这么个旧旧的地方，生产
出来的东西却永远是崭新的——崭新的
报纸承载着最新的权威发布、最新的热
点事件，每天走进千家万户。

这个小院子里的人都不是老师，但
是他们却互称老师，初来乍到的不明就
里，还以为走进了校园。其实，这是一
种多年来的行业传统，既是出于对前辈
的尊敬之心，也有一种对学习的谦逊之
态。总编常说，编辑是记者的老师，校
对是编辑的老师，便是这个意思。

但说实话，作为编辑，我真不敢堂
而皇之地认为自己是记者的老师，稿子
里很多拿不准的地方，半夜“骚扰”记者
是常事。但校对是我的老师却是实至
名归。大到标题是否歧义，小到词字标
点，我几乎每天都要和他们探讨，向他

们请教。
想起前段时间因一个“穗”字引发

的讨论——副刊一篇文章里写到玉米
穗儿，校对老师建议改成“玉米棒”，原
因是字典上没有“玉米穗”这个词，且

“穗”与此有关的一项注释是“禾本植物
聚生在茎的顶端的花和果实，如麦穗、
稻穗”，玉米的果实是在茎的中上部，并
不在顶端。虽然口语里常这么说，但形
成文字发到报纸上，就要考虑是否正确
严谨。问题是，玉米棒，怎么听都有一种
粗钝之感，文章少了些许清新之风；穗，
发音清细，透着轻巧。经过查阅其他报
纸稿件发现，有使用先例。最终，较真的
校对老师尊重了我的意见。

然而，不是每一次争论都这么温柔，
不是每一个字眼都带着小清新，有时意
见不一，说着说着就使起高腔儿来，辩论
双方面红耳赤、口水四溅，激动处，刀光
剑影、烽烟四起，恨不得就地拉开架势来
一场“华山论剑”才过瘾……

深夜星光点点，连雀儿都已酣然入
梦，但建设路西段的采编中心却依然灯
火通明，一群人穿梭着、忙碌着……

深夜里的“华山论剑”

姓名：李霞
职业：记者
从业时间：19年

有不少人认为记者是“无冕之王”，而
我觉得，记者其实是“弱势群体”，一个带
着“光环”的弱势群体。

记得去年夏季的一天，我接到某小
区居民反映，他们小区里的垃圾十多天
无人清理，蚊蝇乱飞，酸臭的垃圾气味
让居民都不敢开窗透气。更让人难以
忍受的是，小区停水十多天了，家家户
户需要四处借水吃。当天中午，我正在
采访院内几位居民时，被闻讯赶来的辖
区街道、村委会等相关部门的数名工作
人员堵在小区大门口。见“领导”到来，
原来像麻雀聚堆儿一样围着我七嘴八
舌说得起劲的居民，很快四下散开了，
现场就留下我一个人，真是“势单力
薄”，那一刻我心中
暗暗叫苦。

谁让咱是“铁肩担道义”的记者呢，
我故作镇静，硬着头皮上前为居民讨说
法。紧接着，七八名人高马大的年轻男
子凑上前将我围在中间，一领头模样的
男子先是“耐心”给我解释造成此问题的
原因，后又非常“热情”地邀请我跟他上
车去某处“吃饭”，并表示这情况他知道
就可以了，不希望见报。我对他们的工
作表示了一番“理解”和“同情”。见他们
稍有疏忽，我急忙以“中午还要接孩子”
为由，跨上电动车，匆匆离去。

下午写稿期间，我先后又接到几位
相关单位领导的说情电话，为避免打扰，
我干脆关了手机。最终稿件在单
位领导的支持下顺利刊
发，问题也很快得到
圆满解决。

记者，有时也是“弱势群体”

姓名：范丽萍
职业：记者
从业时间：14年

“闺女，周末想去哪里玩？”
“去现场！”
“哪里的现场？”
“采访现场！”
这是半年前我和孩子的一次对

话。每每想起，心底都涌出一股深深
的自责。谁让咱是一名记者呢？选
择当记者，就意味着奔波和付出。

记者，是一个 24 小时在线的职
业，白天采访、深夜写稿是常态。在

女儿眼中，我就是个“整天都在写稿”
的妈妈，周末还经常带她去采访现
场。现在三岁半的女儿已经相当独
立，我写稿的时候，她会坐在一边默
默地玩玩具；如果我去幼儿园接她晚
了，她会告诉老师“妈妈写稿晚了”

“妈妈堵路上了”。
今年6月25日下午6点多，新华

区西市场街道优胜街小区居民俞大
姐焦急地给我打电话说：“小区供水
主管道爆裂，居民在自发抢修。”当时
我正在幼儿园接女儿放学，来不及安
置女儿，只能带着她一起去采访。刚
到小区，众多居民就围上来反映情况，

孩子有点害怕，一直嚷嚷着让我抱，但
面对居民焦急的心情，我只能简单安
慰一下她，继续记录。采访一直到9
点多，孩子趴在车后座上睡着了。

都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但我
对家人和孩子的陪伴太少。70多岁
的父亲患病卧床，我没能好好照顾，
甚至有几次因为突发事件的采访，让
父亲饿了肚子。最近父亲在郑州住
院做手术，我向单位请了两天假，临
走时接到一位女士的电话，虽然她反
映的情况不是特别要紧，但我明白，
自己身上担负的是新闻人为市民服
务的职责，于是采访完才动身。

当记者，我不是一个好妈妈苦

不带走一个问号
姓名：尹家祥
职业：编辑
从业时间：17年

别人常常问我“在哪里上班”，答
曰：报社。接着，对方会抛出第二问：

“是记者吗？”我说，其实我是一名编
辑。而编辑和记者有一个共同的名
字——新闻工作者。

来说说编辑干的活儿吧。收到
记者的稿件后，字句推敲是基础，词
典成为掌中宝；新闻要素核实很关
键，反复沟通打电话；舆论导向、事理
逻辑细思量，心中要有尺一把；当然，
最烧脑的是拟一个让人眼前一亮的
好标题，常言道“题好一半文”，虽没
有“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但每
天我也孜孜以求。接下来把稿件安
排到版面上，签付印前不放过任何一
个可改之处，下班回家确认不揣走一
个问号，还养成了将付印样拍照的习
惯。午夜街头灯火阑珊，心里轻松了
不少，但版面上的元素仍在脑海里，
走在路上还在“复盘”。第二天看到
街头阅报栏前看报的读者，顿有如沐
春风、如饮甘泉之感。

工作多年，寒来暑往，我编辑过
“创优”、“双创”、爱心成就大学梦、湛
河治理进行时、我与新中国一起成
长、新春走基层等系列稿件，包括眼
下正在进行的“创文”。我见证了鹰
城成功创建旅游、园林、森林、卫生城
市，见证湛河治理后变成河畅水清岸
美的生态廊道，见证上千名贫困学子
受到救助，也欣喜地看到很多老百姓
反映的水电气暖、环境卫生等民生问
题经报道后得到解决。晚报记录昨
天，服务今天，而我是一名参与者，自
豪感油然而生。

今天是记者节，这个节日与往年
相比意义特殊，我有幸被评为2019年
度平顶山市优秀新闻工作者。这份
荣誉值得珍惜，也是对几千个夜班最
好的回馈。明天又是新的一天，继续
加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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