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脚板底下出新闻

11月15日，广西公司基层单位通讯员分享作品，

交流摄影技艺。

通讯员 李华星 摄

11 月 9 日，海控新能源有限公司大广坝水

电厂通讯员深入生产厂区进行拍摄，捕捉一线

员工最美瞬间。 通讯员 瞿 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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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历程

看新华日报标题修改经验（三）学习角

我读《国家能源集团报》

我是宣传战线的普通一员，每天穿梭

于轰鸣的机器和忙碌的生产现场，似热爱

生活的旅人，用自己的视角、镜头记录旅

途中遇到的人，看到的事，在记录中发现

美，讲述国能人自己的故事。

上学时就读的是师范院校，一个与

新闻看似毫不相关的领域。然而，毕业

后的机缘巧合，却让我开启了一段艰辛

而幸福的新闻生涯。刚开始，业务上的

生疏和专业知识的匮乏，让我这个曾经

被省教委专家表扬过的“教学能手”一

筹莫展。非线编辑？不懂；画面制作？

不会；新闻采写？不通……不到一星期

的时间下来，嘴上起了水泡，整个人也

消瘦了一圈儿。怎么办？学习！从最

基本的扛摄像机学起，从基础的采访做

起，从最基层走起。于是，在机组大小

修的现场、在单元控制室的大厅、在 70

余米的炉顶，在凉水塔顶的检修现场，

甚至是抗洪抢险的第一线都留下了我

的身影。就这样，在生产第一线，以第

一视角，我用心用情记录着国能人自己

的故事。也许是因为原汁原味，也许是

因为朴实真挚，我连续十年获得《中国

电力报》优秀通讯员称号。

搞新闻工作，要求就是个“勤”字。

不仅要嘴勤、手勤、脚勤，而且要脑勤，多

想一步就能成就一篇好新闻。为了掌握

第一手资料，我一改“在办公室等新闻”

的习惯，每天深入现场和检修工人一道

去干活，了解基层员工的心声，体会他们

的感受，从他们的视角去看待问题。每

逢机组大小修，就是我在基层“蹲点儿”

坚守的最好时机，带着相机和采访本走

进检修现场，一待就是几天、十几天。和

工人们一起抡大锤、吃盒饭、加班加点。

工人们下班后，我还要在灯下把当天的

照片和文字整理出来，刊登在公司主页

和即将出刊的杂志上。来自基层最原汁

原味的视角，得到了多方称赞。

我和生产现场的感情很深，和现场

的工人感情更深。我是第一个钻进炉膛

的女工，是第一个蹲在油箱里采访的女

记者，是第一个站在工人视角写文章的

好姐妹。每一次采访、每一次创作、每一

次策划、每一次思考，对于我来说都是一

次实力的提升、灵魂的荡涤。

今年6月，公司贮灰场100MW光伏项

目即将投产，这个项目对于推动绿色能源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规划到实施，经历

了无数次的挑战和困难。为了深入了解项

目初期他们如何克服多重难题，我跟随他

们的脚步，走访了项目的每一个角落，采访

了参与项目的每一位员工。采访中，我被

他们的故事深深打动，决定用更加细腻的

笔触来记录这一切，连夜撰写稿件《为了

“6·30”的投产目标》《双辽公司光伏项目

“群英谱”》等多篇文章，让读者不仅能了解

到项目的进展，更能感受背后那些不为人

知的努力和坚持。有很多同事看到文章后

给我发消息，说通过我的文字了解到光伏

项目背后的故事，了解到“双面超人”老乔、

6个月没回家的小刘、质检专家小肖……

了解到普通人身上的闪光点，了解到光伏

项目的意义和价值。这让我深刻地意识

到，新闻的力量，不仅在于传递信息，更在

于能够触动人心、激发共鸣。

虽然我的文字，总是带着新鲜的泥土

气息，看起来朴实无华，但足够真实、真

挚、真性情。我认为，新闻工作者就应该

这样：淡如秋菊何妨瘦，心似莲花不染

尘。品若冬梅香在骨，人胜秋水玉为神。

我们都是热爱生活的旅者，我们用镜头记

录着生活中所有值得记录的事情和人。

是的，我们都是记录生活的旅人……

（作者单位：吉林双辽公司）

今年是我从事新闻工作的第二年，

从迷茫到坚定、从困惑到明亮，这一路感

慨颇多。

新闻工作就像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

松，充满挑战。刚入行时，采访对象紧

张、采访问题设置不当、新闻价值判断模

糊……这些问题像一座座小山横在眼

前。我迎难而上，把每一次挑战都当成

成长的契机，努力突破自我。随着对新

闻的深入了解，我知道好的新闻不仅仅

是记录，更要挖掘背后的情感和意义。

我逐渐学会观察，寻找那些温暖人心的

瞬间。

新闻宣传离不开对一线工人生活的

真实记录。那种日复一日的辛劳和默默

付出，往往被外界所忽视。而我深知，让

那些无声的付出被更多人看见和铭记，

正是新闻宣传的意义所在。为了捕捉到

最鲜活的新闻，我毅然拿起纸笔，走近一

线职工。

在准能集团公用事业公司小沙湾水

厂开展冬季破冰取水保供工作时，我前

往现场采访。虽然之前做了很多功课，

但当真正深入现场后才发现，实际远比

想象中更为震撼。

站在光滑的冰面上，小沙湾水厂破

冰职工穿着厚重的安全防护用具，手持

自制的工具奋力开凿。凿冰是个力气活

儿，现场的冰最厚部分甚至有 1 米多，他

们需要凿开一条宽 8 米、长 10 米至 20 米

的冰渠。大家三五个人一字排开，用整

齐划一的声音凿、砸，冰花四溅、极其壮

观。尽管天气寒冷，大家却干得热火朝

天，嘴里哈着冷气、浑身冒着汗，场面撼

动人心。一次作业下来，破冰人身上多

了一层厚厚的“冰衣”。

采访当天气温最低有零下20多摄氏

度，我把自己裹成了“粽子”，依然冷得瑟

瑟发抖。但是小沙湾水厂职工每年都要

进行破冰取水作业，持续干 2 个多月、每

天作业 8 个小时，想到这些，我被准能人

凝聚起来的精气神深深震动。

我深知自己有责任也有义务写好这

篇报道。这两年的工作经历，让我深刻

认识到了新闻背后的责任，也正是这种

责任驱使着我前行。

新闻工作是对耐心和毅力的考验。

为了一个新闻作品，我们可能需要长时

间采访；为了确保信息准确，要反复核

实。其中有无数次的自我怀疑和挫折，

但当看到最终成型的新闻作品产生积极

影响时，一切辛苦都化作满足。

对新手记者而言，这是一条漫长但

充满魅力的道路。但我相信，只要坚守

初心，就能在不断奔跑中找到新闻事业

的价值与灵魂。 （作者单位：准能集团）

案例一

【来稿标题】凭一张卡，他们在家门口

乐享养老

【见报标题】政府主导市场调节，姜堰

区变革“大包大揽”养老模式资源优配，三

十二项养老服务一卡刷（主）

【修改说明】原稿只有一个主标题，见

报稿件扩充为肩主标题，丰富了内容和层

次。修改过程中，在标题中“加”什么，非

常考验编辑的判断。这一例修改中，编辑

加了新闻发生地，扩充了乐享养老具体举

措，同时也没有遗漏原标题中“一张卡”的

信息，更通过“三十二”与“一”的对比增加

了“一张卡”的含金量。

案例二

【来稿标题】全国首个退役士兵大学

生创业创新大赛，赛出了什么？

【见报标题】从“赛场”到“市场”

【修改说明】标题可以做加法，也可以

做减法。原标题的提问在文章中可以找

到解答，但比较分散，而且这个标题为了

带出比赛名称显得过于冗长。改后标题

只用六个字（其中甚至还有重复字），就点

明了比赛的意义——为参赛项目找市场。

案例三

【来稿标题】张家港在全省范围内率

先设立县域“用水指标集中池”——买卖

不见面，用水更方便（主）

【见报标题】张家港在全省率先探索

水权交易新模式这个“键对键”，胜过“面

对面”（主）

【修改说明】修改前后，标题的结构和

表述内容都没有变，但是修改后的 2.0 版

却会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引题的精简

表达只是“开胃小菜”，主标题“键对键”与

“面对面”不仅表达出“不见面”“更方便”

想要传达的意义，更以巧妙的双重重复与

押韵，为读者端出“色香味”俱全、回味无

穷的“正餐”。

案例四

【来稿标题】一头连着价值，一头连着

价钱文创产品，功夫多用在销售之前（主）

【见报标题】文创赚钱难？来看苏州

博物馆和南京红山动物园怎么破——精准

定价值精心讲故事 精确做传播（主）

【修改说明】原标题中，记者有意识地

运用了重复技巧，在引题中以“一头……

一头……”串联起价值与价钱，只是主标

题略显平淡。编辑把重复的“锚点”放到

主标题中，用三个“精”增加了原标题想表

达的层次，同时规避过于功利性的说法，

把“讲故事”“做传播”归结于文创赚钱的

“密码”。

案例五

【来稿标题】助力国产商用飞机上天，

可减少六到八成温室气体排放——“地沟

油”变绿色燃料，出口供不应求（主）

【见报标题】国家发文要求加强可持

续航空燃料研发应用地沟油“飞天”还缺

什么？（主）

【修改说明】“地沟油变燃料”虽然是

新鲜事，但是不够吸引人。“地沟油‘飞

天’”，则一下子提升了反差感和故事性，

让专业性很强的稿件有了一顶让人远远

就想打招呼、细细看的漂亮“帽子”。

案例六

【来稿标题】90 后和“90 后”搭伙喝下

午茶苏州“家门口的光荣院”火了（主）

【见报标题】苏州把“家门口的光荣

院”打造为“没有围墙的养老院”在这里，

“90后”与90后结为“茶搭子”（主）

【修改说明】在记者原稿标题的启发

下，编辑将肩主内容对调，以人物带出场

景，以场景烘托人物。人物是产生互动的

90后和“90后”，场景是以新型养老院思路

打造的光荣院，凸显人物主体，有助于增

强政府惠民举措与普通读者的链接。

（来源：传媒茶话会）

读者之声

一切辛苦化为甜
■ 秦 媛

记录生活的旅人
■ 邓凤影

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

每当我打开《国家能源集团报》

的封面，就仿佛推开了一扇通往多彩

世界的门扉，引领我步入一场深度的

心灵之旅。这份报纸，不仅是简单的

信息传递，更是我触摸生活温度、感

知时代变迁的宝贵媒介。

在头版要闻中，我紧跟时代的步

伐，了解国家能源的最新动态；“安全

周刊”里，那些关于安全生产的报道，

让我更加珍视生命与工作的每一

刻。“旅游天地”栏目里描绘的祖国大

好河山与人文风貌，如同一幅幅精美

的画卷，在我眼前徐徐展开。山川的

雄浑、河流的婉约，还有那千年文化

的深厚底蕴，都让我在阅读中感受到

祖国的辽阔与伟大。

读报对我来说，不仅是一种获取

知识的方式，更是一种生活的艺术，

一种对美好的深情拥抱。它带我穿

梭于不同的时空，体验各异的人生风

景，也让我在字里行间找到共鸣与力

量。每次读完报纸，那份温暖与感动

都会如涓涓细流，滋润着我的心田，

让我更加珍惜眼前的生活，也更加勇

敢地面对未来的挑战。

《国家能源集团报》，已是我生活

中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我会继续

读下去，让这份报纸成为我生命中永

恒的温暖与力量，激励我努力工作幸

福生活每一天。

——焦化蒙西公司 郝艳霞

一座桥一扇窗

《国家能源集团报》搭建起集团

公司上下、内外沟通的桥梁。报纸的

内容丰富，涵盖了从集团公司重大决

策、项目进展到员工故事等多方面的

信息，让我深入了解到集团公司在煤

炭清洁高效利用、新能源开发、碳捕

集与利用等前沿技术方面的最新进

展，使我对能源行业的未来充满期

待；企业文化版块，展示了集团的核

心价值观和员工的精神风貌，让我感

受到集团公司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社

会责任、环境保护、扶贫工作等版块，

让我深刻地感受到央企的社会责任

感；无论是技术创新还是员工的奋斗

故事，都激励我在日常工作中砥砺前

行。更让我惊喜的是，通过《国家能

源集团报》小程序，我可以随时随地

阅读电子版报纸，这种数字化的阅读

方式非常方便。

《国家能源集团报》不仅仅是我

了解集团公司的重要窗口，更是感受

中国能源行业发展脉搏的重要渠道，

祝《国家能源集团报》越办越好。

——内蒙古西来峰公司 张占文

点点繁星 汇聚光芒

作为一名新入职员工，及时了解

集团公司、能源行业发展动态是我开

启工作的必备要素。近期，我接触到

《国家能源集团报》，它如一扇开启新

世界的大门，以别具一格、广袤无垠

的视角彰显能源央企的精神风貌；似

一座金桥，将集团绿色发展硕果传递

至员工心间；像一幅绚丽画卷，以丰

富多变的表现形式勾勒出集团发展

的壮美图景，使我领略到更为辽阔的

天地，持续汲取养分，不断充实自己。

《国家能源集团报》内容丰富、推

陈出新，通过读报，我们可以第一时间

了解集团要闻、党的建设、企业文化等

方面内容，充分展现出能源央企的责

任担当。同时，它也为像我一样的新

员工搭建起学习交流的平台，让我们

能够快速地了解公司的相关业务和指

引，为今后的新闻宣传工作指明方向。

随着阅读的深入，我深感自身还

有很多不足，希望报纸增加专栏版

块，比如新闻工作者的采访策划、采

访技巧，新闻写作指导等内容，以帮

助基层通讯员更好地提升业务水

平。此外，还可以开设新闻论坛，促

进各单位职工之间的交流和学习，汇

聚点点繁星光芒，共同为集团发展贡

献智慧和力量。

——新朔铁路 赵海东

11 月 18 日，神东煤炭记者深入百米井下进行

新闻报道。 通讯员 李 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