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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秦珍子

1 月里一个再平常不过的早晨，听同

事说“康焰去石家庄了”。

作为“重症八仙”之一，四川大学华

西医院康焰教授是 《中国青年报》 冰点周

刊 2020 年战“疫”报道中一个重要的采

访对象。

没有一分钟的犹豫，我强烈地感到：

一定要站在新闻现场。

孩子太小，我第一时间给家人发信息，

家人回复：“去吧，人总要有点理想。”

入职中国青年报社 10 年，追随新闻

的内心小火焰，老是晃悠着。提醒我，你

还爱着这件事。而对一件事，看清楚，看

明 白 ， 得 贴 得 足 够 近 ， 这 是 最 根 本 的 道

理。我想，这正是“四力”中被称为第一

步的“脚力”。

那一晚，我来到正在建设中的集中隔

离点河北石家庄黄庄公寓施工现场，大型

照明灯的光柱交织，高耸的吊臂在空中挥

舞，戴着安全帽的工人脚步匆忙，半份吃

剩的盒饭被遗落在建筑材料上⋯⋯

如 果 没 有 站 在 那 里 ， 我 永 远 不 会 知

道，一个个“昼夜赶工”的夜晚，到底有

多亮；寒流下的北方户外，到底有多冷；

标志着“中国速度”的背后，是多少人的

忘我投入与激情燃烧。

石家庄，一个千万级人口的城市，被

按下暂停键。只有站在它的街道上，才会

知道那种“空旷”多么令人扼腕痛心。我

想 到 武 汉， 想 到 生 生 不 息 的 “ 烟 火 气 ”，

只有去过，才知道那股气息重新升腾的弥

足珍贵。

我忽然懂了，那些人为什么那么急，

那么拼，那么想让一切快点恢复正常。

第一次进入藁城，高速卡口的疫情防

控人员给我手上喷酒精。风一吹，冰凉透

骨。而他们已经连续工作了不知多少个小

时。在流调队的驻地，我把手贴在宿舍的

暖气片上，仍感觉到凉意。米饭装在塑料

袋里送来。无论男女，都 10 天没有洗澡

了。电话一直在响，他们要随时去现场。

一句“不惜代价”，喊起来很容易，很高

亢，而在这话背后，有着无数人的付出。

来到了新闻一线，记者需要在采访和

报道中“四力”齐发。

我和同事一次次进入藁城、新乐，一

次次去村庄，去工地，去隔离点，去定点

医院医护团队的驻地。我的同事天天往流

调队跑，跟队员住上下铺；我的同事钻到

小果庄村牲畜圈里，跟着畜牧局工作人员

给羊做肛拭子，回来几天不敢见我们；我

的同事去井陉山区找一个小村子，在路上

配合卡口查车 7 次⋯⋯

“脚力”和“眼力”让我们有跑过去、走

进去、蹲下去、贴上去的劲头，让我们的眼

睛拥有更强的发现能力，采访到的故事、捕

捉到的细节，也格外真实、鲜活。

而“脑力”和“笔力”则决定了如何

呈现报道，要想清楚报道的逻辑是什么，

真问题是什么，想跟公众说什么。

我写流调队，写滞留者，写隔离公寓

的建设者，写 ECMO 技术在新冠肺炎重

症 领 域 的 应 用 ， 因 为 我 关 注 人 、 关 注 青

年、关注普通劳动者的奋斗和科学技术每

一次在“刀刃上”的应用，关注这些命题

的意义是持久的，新闻不只是一份历史底

稿，也是一种未来参照，“让新闻不止一

天的生命”。

大时代下，不能缺席的新闻现场中，

速度要追得上，现象要理解得深透，舆论

场的情绪要捕捉得到，大局观要有，政治

素养要过硬，“四力”就是记者的真功夫。

这是多么深刻的领悟，在这个冬天，

我拼尽新闻人的四股力量，和那座城市站

在一起。

站在石家庄的风里，我才懂得他们的奋力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马富春

陇中苦瘠甲天下，很长一段时间里，甘

肃定西带着这样的“标签”。

2020 年 ，定 西 全 市 实 现 整 体 脱 贫 摘

帽。甩掉穷帽子、踏上富路子，定西人自豪

地告别了过去。

脱了贫的定西农村是怎样的面貌？农

民的心气如何？又有哪些新期待？牛年新春

之际，我踏上前往定西农村的山路。

在定西市安定区东北部，内官营镇泉

坪村曾是个贫困村 。2015 年，随着引洮工

程一期工程竣工，这个世代干旱的山村引

来了清亮的洮河水。从此，村里脱贫的路越

走越宽广。

泉坪村二社 50 多岁的农民赵玉强做

梦 都 没 想 到 ，“ 白 花 花 的 自 来 水 能 翻 山 越

岭，直接通到了自家的院子里”。有了自来

水，赵玉强再也不用外出打工。他扩大养殖

规模，同时，带领全家人一心一意种好地。

目前，赵玉强养了 8 头牛 7 只羊，种了

30 多亩地。自家的地不够，又流转了 10 多

亩，专门种饲料。“能养上 20 头牛，我的愿

望就实现了。”牛年新春之际，脱了贫的赵

玉强满怀信心。

在 定 西 农 村 ，得 益 于 精 准 扶 贫 ，水 来

了，路好了，市场也在不断发育。在安定区

称钩驿镇好麦村，3 个外出闯荡的大学生

回到家乡，他们建起大棚，进军现代农业，

带领乡亲们一起致富。“要做种植、养殖、餐

饮全产业链，让优质的农特产品卖个好价

钱。”这 3 个年轻人的新年愿望，也是他们

奋斗的方向。

走在千年黄土地上，虽然依然寒冷，但

脱了贫的山村孕育着新希望。

春节前，泉坪村召开了一场别开生面

的发展研讨会。从村子走出去的各行各业

代表回到村里，大伙儿畅所欲言，为新时期

家乡发展献计献策。

“脱了贫，下一步如何发展，全村上下

都看着哩！”担任村支书的赵喜平觉得肩上

的担子更重了。

“要打造自己的蔬菜品牌”“要大力培

养 新 型 农 民 ”“ 支 部 是 引 领 ，人 才 最 关

键”⋯⋯在黄土高原的腹地，记者践行“四

力”新春走基层，感受到的是古老黄土地上

勃发的希望和冲天的干劲，脱了贫的定西

农民正上下一心，满怀信心谋划未来。

在定西，脱了贫的农村正孕育新希望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戴月婷

今年的除夕之夜格外不同，北京

东三环中青大厦 21 层灯火通明，融

媒 云 厨 全 媒 体 协 调 指 挥 区 的 大 屏 幕

上，悄然放着无声的春晚直播。

制作节目的同事们一片忙碌，噼

里啪啦敲击键盘的声音成为主旋律。

大年初一，两期 Z 世代体验春节文化

的特别节目要制作上线。

2 月 9 日 ， 摄 制 组 10 人 驱 车 80
公 里 ， 带 着 两 位 北 京 第 二 外 国 语 学

院 的 95 后 留 学 生—— 来 自 亚 美 尼 亚

的 双 胞 胎 姐 妹 Lusine （露 西） 和

Gayane （雅娜），来到长城脚下的北

京 市 延 庆 区 石 峡 村 感 受 中 国 的 春 节

文化。

在这对外国姐妹眼中，中国人过年

的 风 俗 “ 新 奇 又 有 趣 ”， 一 整 天 的 时

间，我们的 摄 像 机 记 录 了 她 们 舞 龙 剪

纸 贴 窗 花 、 研 墨 挥 毫 贴 春 联 ， 每 体 验

完 一 个 民 俗 活 动 ， 姐妹俩都会冲我们

竖 起 大 拇 指 ， 惊 叹 一 声 ：“Amazing！”

当她们跟着剪纸艺术家短短几分钟就剪

出“长城”的时候，我们一起感到“不

可思议”。

这 些 来 自 真 实 生 活 的 体 验 ， 让 我

对 践 行 “ 四 力 ” 有 了 更 深 刻 的 体 会 ，

融 媒 作 品 的 精 彩永远在现场，等待我

们去发现。

站在长城上，她们说出的一句话令

我印象深刻：“哪里造就不同，哪里造

就美丽。”我们将之翻译成“与众不同

之处造就别样美丽”。这正印证了我们

制作这档节目的初心：讲好中国文化故

事，加深世界各地青年对不同文化的思

考与理解。

吃完长城脚下的农家年夜饭，临道

别的时候，姐妹俩告诉我，她们家逢年

过节也会聚在一起吃团圆饭。这次和我

们一起热热闹闹、红红火火地迎新春，

感受到了像“家一样的温暖”。

做融媒报道，一定要深入到基层一

线。敏锐捕捉那些打动人心的画面，用

视频和文字一起“烹煮”这道美味的融

媒盛宴，对我们而言，这是一次难得而

宝贵的“四力”锤炼。

“长城脚下”，和亚美尼亚
双胞胎姐妹迎新春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韩 飏

春节前，我来到中国航天科工二院

二十五所，想看看在嫦娥五号“太空牵

手”的背后，有怎样一群硬核青年？

二十五所的“职工小家”有一个简

易书架，上面摆满各种奖杯奖状和荣誉

证书，足足占据一整面墙，“载人航天

工程重大贡献先进集体”“中国五四青

年 奖 章 （集 体） ”“ 中 国 航 天 质 量

奖”⋯⋯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

我不禁感叹，中国航天科工二院二十五

所大到宇宙飞船、小到测温仪器，无不

彰显着自主研发的“国货之光”。

在“职工小家”，我见到了“女战

士 ” 贺 中 琴 。 她 身 穿 一 件 大 红 色 针 织

衫，扎着高高的马尾辫，干净利落。

38 岁 的 贺 中 琴 是 嫦 娥 五 号 微 波 雷

达研制团队第一位女设计师，也是第一

批 参 与 产 品 研 制 的 设 计 师 之 一 。 从

2007 年到 2021 年，从实习生到主任设

计 师 ， 从 小 贺 到 贺 姐 ， 贺 中 琴 一 路 走

来，带领团队从零突破，自主创新。

贺中琴的丈夫也是一名航天人，加

班加点是他们的家常便饭。为了尽快投

入工作，女儿刚满一岁，贺中琴便给她

断了奶。

在“职工小家”，我还遇到了贺中

琴的师弟贾学振，为了攻克一个个技术

难题，一样是舍小家，顾大家。

技 术 的 每 一 次 突 破 、 工 程 的 每 一

步 跨 越 ， 是 航 天 人 对 “100% 成 功 率 ”

的执着追求。

“ 是 什 么 让 你 们 如 此 坚 持 ？” 采 访

中 ， 我 向 不 同 的 航 天 青 年 发 问 ， 得 到

的答案几乎一致——“热爱”。

也许没有人比航天人更透彻地理解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的含义。9 年间，

二十五所微波雷达“六战六捷”的背后是

航天人始终如一的执着与坚守。

研究室主任邓晓东告诉我，在二十

五所，有个人人皆知的现象，“93 号楼

6 楼东侧的灯永远亮着 ”，那一角是微

波雷达研制团队的办公室，那束光就是

航天精神之光。

探访嫦娥五号
“太空牵手”背后的
硬核青年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 豪

372 级 台 阶 ，由 地 面 下 到 宝 兰 高 铁 渭

河隧道 2 号竖井的井底时，我并没有觉得

多累，也没感到害怕。同行的几名铁路职工

打趣：“要是让你一个人待在这儿，肯定会

被吓哭。”

正在巡查的工作人员打开了风机，一

瞬间，空旷的井底，只听见呼呼的风声，我

瞬间感受到“无形的压迫感”。

宝兰高铁开通以来，30 岁的张玮瑫负

责 2 号竖井值守工作，27 岁的张铭去年调

到这个岗位，他们成为“师徒”，结伴下井。

“你不害怕吗？”我把这个问题抛向张

玮瑫，这个 1 米 8 高的小伙子有些不好意思

地说，他一个人下井时，会打开手机，放一

些节奏轻快的音乐，给自己“壮胆”。

井底阴暗潮湿，与地面有一定温差。当

我拿出纸笔做记录时，不一会儿，手冷得像

冰块一样。在夏天，“地上穿短袖、井下穿棉

袄”是值守人员的常态。张玮瑫研究过这种

温差，他说，第十五米是一个“分水岭”，站在那

儿，上半截身子是热的，下半截身子是冷的。

上下竖井时，他们细数过台阶数：372
级，相当于城市里 19 层楼房的高度，没有

电梯，负重向上爬时，就算是小伙子，也要

停下休息一会儿。

我拿到铁路宣传部门拍摄的一段视频，

疏通排水口的张玮瑫，被滋了一脸水。他却说，

没感到特别冷，“干活儿干得浑身都热了”。

面对这些天天下井的年轻人，我问他

们，工区引入了远程操控设备，一旦水位超

限或水泵控制柜故障，监控主机电脑都会

报警，每天下井是不是有些多余？

他们坦言，铁路安全无小事，一分钟也

不能耽搁，只有每天按点下去，给井下设备

把把脉，心里才觉得踏实。作为一名记者，

只有真正走近他们，才能体会到，是一份确

保万千旅客平安团圆的责任，让他们坚守

在地下 57 米的阵地，默默付出。

在地下57米的阵地感受奉献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 超 王聪聪
视频编导：王骏扬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也不能

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也不能掉队。

2020 年 10 月 ，团 江 苏 省 委 推 出

“梦想改造+”关爱计划，要为全省 1 万

名事实孤儿打造“梦想小屋”，目前已

试点 200 家。在新春走基层期间，我们

成立中青报“梦想小队 ”，选择江苏 7
个不同年龄段的事实孤儿家庭进行走

访，这 7 个家庭分别在苏南、苏中、苏

北，其中有 3 个在革命老区，既有居住

在城市里的孩子，也有生活在农村的

孩子。不同区域、不同代表性的案例，

呈现出不同的关注视角。

深度报道和人物报道是中青报的

传统优势，我们想在此基础上，进行多

样态的报道尝试。我们团队初步确定

Vlog、VR 全景报道“梦想小屋”、沉浸

式新闻等丰富的呈现形式。我们想以

“梦想小屋”为窗口，记录这些孩子的

变化和成长。

春节前后，我们迎来了最繁忙的

采访，整个行程 2000 多公里，先后辗

转徐州、盐城、泰州、南京、镇江、苏州

等 地 。我 们 采 访 到 常 熟 借 钢 琴 苦 练 6
年获十级证书的小男孩，家里的钢琴

被擦得锃亮，钢琴曲成为小区里最美

妙的年味儿；茅山脚下热爱篮球的小

班 长 的 新 年 愿 望 是 有 一 个 新 的 篮 球

框，篮球是一家人快乐的源泉；黄桥革命

老 区 的 那 个 女 孩 家 里 墙 壁 上 贴 满 了 奖

状，她最希望外公外婆能身体健康；来自

盐城阜宁的乡镇团干部放弃与家人吃除

夕团圆饭的机会，陪他们过年⋯⋯

我们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和观察事实

孤儿这个群体，他们的居住环境、他们的

酸甜苦辣、他们对亲情的渴望。在这些孩

子身上，我们看到了强劲的内生力量，如

雨后春笋一般蓬勃向上；我们更看到国

家的制度优势——一个也不能少，一个

也不能掉队。

这 次 新 春 走 基 层 ，是 一 次 践 行“ 四

力 ”的 生 动 体 现 ，记 者 李 超 第 一 次 Vlog
出镜，第一次进行 VR 拍摄⋯⋯我们的

后 期 编 辑 团 队 春 节 前 后 每 天 工 作 至 深

夜。希望我们的系列报道能引起社会对

这一群体的关注，唤起更多向上向善的

力量。

让“梦想小屋”
照亮孩子的未来

2 月 8 日，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李超在江苏常

熟一个事实孤儿的“梦想小屋”中进行 VR 拍摄。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韩飏 （右） 在中国航天

科工二院二十五所“职工小家”采访航天青年。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陈卓琼

全长 5360 米的鄱阳湖特大桥，横跨于

我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之上，宽阔的

湖面上，大桥犹如一架巨型钢琴优雅伫立。

而定期为这架“巨型钢琴”进行体检、调试

的是九江桥工段琵琶湖路桥养修工区里的

23 名年轻桥隧工。

这支队伍里一半以上是 95 后。白天列

车穿过时，他们会在桥“肚子”里或在桥面

下。入夜又出现在桥面上。

1 月底的一个雨天，迈开“脚力”，我和

十几名桥隧工一起出工作业，体会桥隧工

的酸甜苦辣。

8 节、约 300 米长的箱梁，是桥隧工每

天的作业通道。密闭的箱梁里漆黑一片，只

有梁端缝隙和几个预留圆孔处透进微弱光

束。箱梁间间隔 1 米多，之间搭上两块不规

则的木板供作业人员行走，一路上不停低

头、弯腰、攀爬。约 20 分钟后，我们终于到

达桥墩。

一 到 桥 墩 ，凛 冽 的 湖 风 让 人 瞬 间“ 清

醒”，脚下 20 多米处就是湖水，粼粼波光令

人望而生畏。大桥处于风口位置，湖面上有

时出现六七级强风，不一会儿我的鼻子就

冻得失去了知觉。

桥隧工们作业前要跨入悬于半空中的

小车内检查，“恐水”“恐高”我一一经历。我

在被风吹得摇晃的小车里拍视频，并努力

让自己保持平衡。

晚上我去工区采访，和他们唠嗑，想到

什么问什么。尽管没有动笔前我不知道要

写什么，但是思考的“脑力”告诉我不写什

么——不将这群年轻人塑造成“高、大、全”

的铁路工人，尽力呈现最真实的桥隧工群

体。

采访时，“眼力”要跟上。我注意到，工

区年龄最小的侯奇奇是一个 1998 年出生

的帅小伙儿，穿着白色鞋子、浅色牛仔裤。

一打听，小伙子爱“臭美”，平时一下班就打

发蜡捯饬头发，人物的性格特点清晰起来。

“耐得住寂寞”“偶尔也会想不通”“实

诚”“不好高骛远”⋯⋯这些年轻人各具特

性，而他们都在为同一个目标——守护大

桥和铁路的安全，奉献着青春。

我问他们，你们这么年轻，人员流动性

会 不 会 很 大？得 到 的 回 答 是 ：几 乎 没 有 人

走 。很 多 桥 隧 工 工 作 十 几 年 了 ，在 他 们 看

来，这份工作本来就很苦，少一个人就多一

份活儿，大家都不愿意掉队。

“恐水”“恐高”我一一经历

1 月 19 日 ， 中

青报·中 青 网 记 者

秦 珍 子 在 前 一 天

调 整 为 新 冠 肺 炎

高 风 险 区 的 石 家

庄新乐市拍摄。

耿学清/摄

编 者 按

“新春走基层”迎来十一
载之时，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迅速行动起来，冒着南国细
雨、脚踩北国冰雪，奔赴一
线，心怀真情书写“十四五”
开局之年的生动见闻。更有70
多位青年记者积极参加中央新
闻单位青年记者践行“四力”
交流活动，奋战在疫情高风险
区，行走在脱贫山区，在地
下、在桥上与青年建设者共甘
苦⋯⋯脚下有多少泥土，心中
有多少真情。青年记者努力践
行“四力”精神，不断创新融
媒体呈现，把新闻写在大地
上、写进群众心坎儿里。特刊
发一组青年记者一线采访见
闻，以飨读者。

中 青 报 · 中

青网记者陈卓琼

在悬于半空的检

查小车里对桥隧

工进行采访。

2 月 9 日，北京市延庆区石峡村，中青

报·中青网记者在拍摄 《中外 Z 世代长城脚下

过大年》 融媒视频节目。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王豪在宝兰高铁渭河隧道

2 号竖井井底采访铁路青年。

2 月 8 日，记者马富春 （中） 深入甘肃省定西

市安定区泉坪村农户家中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