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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我驱车前往太湖县大石乡的

一个山村，目的是去采访一名退伍老兵

对瘫痪妻子十七年不离不弃的故事。

在大石乡宣传委员孟凡奎的带领

下，记者来到了老兵陈族明的家——

两间简陋的小瓦房，故事中女主人叶

淑琴正坐在轮椅上剥棉花，看到我们

造访，她的脸上绽放出开心的笑容。

这一幕，突然让我眼前一亮，内心里满

是惊诧：命运并没有让她的心里积淀

因苦难而生的屈从，而是表现一种特

有的满足和温馨。

与她的整个对话过程中，没有听到一

句牢骚和悲观，而是讲述家人对她的爱护

和乡邻的包容。看得出，她的语言都是发

自内心，她的笑容是最真实的流露。

采访结束后，我陷入了思考：经过深

重苦难洗礼后的笑是一种最本真的情感

外流，不只是会影响自己的一生，也会让

见证这份笑容的人，从此心无旁系，做好

本份的事，过好每一天的生活。

4 月 22 日，我们世博报道组三个人

抵达上海，急匆匆赶到世博记者注册中

心，想拿采访证。但被告知，采访证必须

等到4月30日左右。没有证件，是万万

不可能踏入世博园区一步的。

怎么办？在世博园外，徘徊了一个

下午后发现，每个进出园区的工作人员

都有通行证，而每个进园施工单位的工

作人员都有。并且，通行证是没有照片

的。于是，我们四处打听安徽进园企业

名单和联系人的联系方式。终于联系到

两个企业，对方愿意帮忙送来 2 个证

件。总算可以进去了，我们三个人轮流

入园，剩下一个人就在外面采访市民。

虽然很辛苦，并且每天冒着被发现冒

用证件的危险，我们的行为算是“违规”的

采访。但值得我们骄傲的是，我们顺利地

完成了报道任务，并有数个独家探馆报道。

“请问宛记者在吗？”秋日的午后，

一个苍老的声音在办公室门前响起。

起身答应，声音来自一位 70 多

岁的老人，退休后自编了一台庐剧，

虽得到艺术家丁玉兰的赏识，但要组

织演出经费却一直没着落。

“看到你经常报道财经人物，看

能不能有机会帮我们搭搭桥，为庐剧

做点公益”，老人言辞间充满恳切，沧

桑的眼神里写满着信任和企盼。

那一刻，在这样一位本该颐养天

年却仍奔波劳累的老人面前，那一刻，

在这样一位“揪心传统文化如何保护”

的老人面前，突然感到自己很无力。

是的，记者绝不能“包打天下”，也不

是人们想象中的那样风风光光。

于是，我将老人留给我的求助信

发送了出去；于是，我在采访时经常

提醒自己可不可以真的能为老人“搭

搭桥”；于是，我时常关注是否还有别

的途径让老人得到帮助……这一刻，

我第一次触摸到记者二字承载的那

一份关怀和责任。

2010年1月22日，当我们乘坐的小巴

开进国务院新闻办的大门时，同行笑着

说，得下来拍照留影纪念。这一切得感谢

安徽的崛起，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

范区规划获得国家批准，上升为“国字号”，

我们也荣幸地在首都发布自己的声音。

回来时，同事们说央视四套直播了

这场新闻发布会，我在想，好歹等到回忆

往事时，我也豪气地说一声，咱也去过国

新办，也上过央视。

从皖江示范区建立开始，每个重要

节点，我都在现场，今天的新闻将成为明

日的历史，记录新闻的我们也荣幸成为

皖江历史的书写者。

以皖江之名
财经部主任 樊立慧

小区有位 70 来岁的老人，既卖

报又读报，还喜欢与人聊新闻，我们

因此成了“聊友”。星报改版给安徽

新闻界带来了震撼，也成了老百姓的

谈资。那时，老人常当着我的面一个

劲地夸赞星报大气，耐读，有品位。

我暗自欣喜，心中涌起前所未有的自

豪感。日复一日，我竟养成了逛报摊

的习惯。每次逛报摊我总要打听星

报卖得怎样？新闻叫不叫座？老人

总是对合肥的几家早报进行一番点

评。不久前，小区拆迁，老人走了，我

的心中突然有一种失落感：不仅是少

了一个聊天人，更觉得像是少了一座

桥——一座报人与读者沟通的桥。

星报是棵树，读者就是土壤。读者能

多看我们报纸几眼，就是我们记者编

辑的最大幸福。为了读者关注的眼

神，为了记者光荣的称号，为了星报

的美好明天，我们唯有笔耕不辍，无

怨无悔。

你是我们的土壤
夜班编辑部编辑 蔡富根

还记得老读者李奶奶拉着我的

手，说着感谢；还记得为了客观真实，

我深入一个个现场的辛苦奔走；还记

得自己的一篇报道让当事人权利得

到维护……这些年，这些天，一直在

路上，一直在这里：倾听、记录、感动、

怜惜。

今年 5 月 11 日，合肥一企业女

工，因为没经允许拿走了单位食堂的

6 个馒头遭遇辞退。当事女工已经

40来岁，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就业机

会是何等艰难？带着责任和理解，我

一次次和其联系，一次次替其向企业

和相关部门反馈，并且连续报道。该

组报道不但被各大网络转载，而最终

让我欣慰的是，企业迫于舆论压力，

重新聘用该女工回到工作岗位。并

且内部还将修改有关企业规定，这

些，作为一个记录者，我内心满是激

动和自豪。快乐是什么？快乐是你

活着，有人需要你；快乐是你可以帮

到别人，哪怕只是一个人。

眼下报业竞争激烈，作为一名已

过而立之年的“老记者”，我有时深感

惶恐，不知自己还能在这条路上走

多久，但是内心里也常常有一种强

大的声音在说：“请允许我带着良

知，奔走在新闻的路上！”

从出生前的明确不要，到出生时的

可要可不要；再到不顾一切地想要，却没

有能力去要。2010年5月12日，在省立

医院出生的巢湖三胞胎姐妹，在短短的8

小时内命运不断转折。

我与同事一起在第一时间内赶到医院

展开采访。当三个孩子出生后，他们的父

亲小胡正坐在一个角落里嚎啕大哭，任凭

任何人劝解也不愿意上楼看孩子。此时，

我没顾多想，径直走上前去，一把拉住他就

往医院门口拽，随即递给其一根烟并帮他

点上，开始了长达15分钟的交谈。最终，

稳定了小胡的情绪，让其认识到此刻自己

的重要性和一个丈夫及父亲的责任。

可是，因为交不起费用，三个早产婴

儿无法送入“保温箱”内救治。此刻，聚

集在医院的众多同行一起开始不断找医

院交涉，最终，在晚上19:45左右，孩子被

送入新生儿病房的“保温箱”内，至此，大

家终于才松了一口气。看看时间，从踏

入医院采访到结束，整整历时 8 个小

时。虽然很累，但我觉得很值得。

那一刻，我觉得累点很值
社会新闻部记者 雷强

请允许我带着良知上路
社会新闻部记者 江亚萍

“违规”的采访
时政新闻部主任 王松青

有一种笑容来自最深的苦难
特稿部记者 张火旺

记者能做的不只是“码字”
财经部记者 宛月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