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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新闻媒体座谈会发言选登①

面对疫情，我站迅
速传达省台和濮阳市

委 、市政府 、市委宣传
部的部署和要求 ，全
员立即复岗 ， 投入到
疫情防控报道的战役

中 。 我们将话筒对准
了濮阳疫情防控最前

沿 ，数次进入疫情 “红
线区 ”濮阳市五院 ，进
社区 、企业 、村庄等抗
疫一线现场 ， 深入挖
掘防控 “疫 ”线和群众
开展群防群控的典型

事迹 。 在濮阳各县区
各行业复工复产的报

道中 ， 我们站和市台
外宣部及早谋划 ，制
订主题 ，多方采访 ，精
细制作 ，积极上报 。以
集中式 、系列式 、连续
式 、 组合式等新闻形
式在中国之声 、 央广
网 、河南新闻广播 、大
象新闻 、 学习强国平
台播发 。 让全省听众
和读者 ， 乃至全国的
听众和读者 ， 感受到
濮阳速度 、濮阳态度 、
濮阳力度。

我站目前只有三

名采编人员，又都是女
同志 。 孩子最大的 17
个月 ， 最小的只有 10
个月。 但是干起活来，
“娘子军” 一点都不含
糊。

自疫情发生以来，
我站记者管艳阁除了

自己一直在抗疫一线

采访，爱人和公公也都
坚守在抗疫一线不同

的岗位上 ，孩子幼小 ，
正是身边离不开人的

时候 ，婆婆身体又不好 ，她就一边照顾孩子一边
整理稿件 ，为了不耽误第二天发稿 ，经常是晚
上孩子睡后才加班写稿 。 她先后两次深入 “红
线区 ”市五院采访 ，其中 ，印象最深的是 3 月 3
日我市最后一位患者出院时的采访 ，那天天空
格外的蓝 ，市五院里也是难得的听到了欢声笑
语 ， 压抑一个多月的心情在这一刻都得到释
放 。 我们的白衣天使脱掉了防护服 ，摘掉口罩 ，
露出一张张笑脸 ， 最后一位患者出院的同时 ，
也意味着濮阳实现确诊 、疑似 、新增病例 “三清
零 ”！ 患者零死亡 、医护人员零感染 ！ 如此漂亮
的抗疫阻击战 ， 离不开我们的医务人员不分昼
夜的工作 ， 也离不开在抗疫一线奋斗的每一位
“战士”。

疫情防控报道期间，记者边慧慧负责每天把
濮阳市委宣传部安排的报道方向、报道典型毫无
遗漏地向省台报备。 有时候一天的外采任务，从
早上 7 点跑到晚上 7 点 ， 当她完成所有的工作
后，回到家里，15 个月大的儿子，早已经在哭声中
睡着了。 但是，她说的最多的话就是，这么多感人
的故事 ，我必须通过我的工作最快速 、最准确的
传递出去。

我们在市广播电视台的大力配合下， 从 1 月
26 号的第一篇报道 《濮阳开启硬核防疫模式》开
始，截至 2 月底 ，濮阳在中国之声 、央广网 、河南
电台新闻广播 、学习强国 、大象新闻网等平台共
发稿 128 篇， 创下了濮阳发稿在全省 18 地市排
名第一的好成绩。

在此， 特别感谢市委宣传部相关领导对我们
站的细心指导和鼎力支持。 特别感谢濮阳日报社
的同仁，为我们提供图片、视频等资料。 还要特别
感谢市台外宣部孙鹤主任团队的全力配合和无私

奉献。
作为河南广播电视台的派出机构， 濮阳 （广

播）记者站肩负着主流媒体的责任，我们紧紧围绕
濮阳市委、市政府的中心工作，将以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中国之声、央广网，河南新闻广播、大象
新闻、学习强国等为阵地，全力报道濮阳的防控工
作、多平台播报濮阳奋战在一线的温情故事，奋力
奏响濮阳战胜疫情的最强音！

疫情发生后，濮阳记者站认真落实报业集
团党委和濮阳市委、 市委宣传部的部署要求，
继续提高政治站位，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
通过报纸、官方公众号、客户端、视频等多媒
体、多渠道，共刊发报道 50 余篇，全景式展现
了濮阳广大党员干部群众面对重大疫情,凝心
聚力、众志成城、迎难而上、履职尽责的精神风
貌，为疫情防控期间营造濮阳良好舆论氛围发
挥了重要作用。

我们记者站的采编人员只有三人， 在这
次疫情防控阻击战中， 却爆发出强大的力量。
我们提出了 “过一个战斗的春节” 的口号， 用
行动践行着习近平总书记新闻舆论工作 48 字
方针，把做好抗疫宣传报道作为增强“脚力、眼
力、脑力、笔力”的练兵场，深入一线，连续作
战，用行动和文字传达意志、传导温度、传递信
心。

我们的第一篇抗疫报道刊发于 1 月 27 日
大年初三。 当时，听说工业园区的村庄防控很
“硬核”，年轻记者马鹏宇主动请缨采访，采写
了《党员红马甲闪亮疫情防控一线》的报道，展
现了濮阳疫情防控中党建引领的关键作用。马

鹏宇还不顾个人安危，多次前往市五院和市油
田总医院采访医护人员和治愈患者。不间断的
采访让他面临着较大的健康风险，为了家人的
安全，他在疫情最紧张的那一个多月里，除了
外出采访， 回家就锁在一个房间里自我隔离。
女儿还是上幼儿园的年纪， 好几次哭着找爸
爸，父女俩却也只能打开房门，远远地看上几
眼，对着抹眼泪。

在此次疫情防控阻击战中，濮阳还涌现出
一大批勇挑重担的先进典型，我们通过深度挖
掘这些严防死守、英勇战“疫”，不惜以性命相
搏的党员干部群众的故事，刻画了无愧于这个
时代的濮阳英雄群像。每一次的采访我们都是
感慨万千、壮怀激烈，从台前县的村委会主任
吴光现身上，从经开区的村党支部书记马东旺
身上，从把新疆馕饼送到防控一线的艾尼大叔
身上， 从支援武汉医疗队的医生王海明身上，
我们真切感触到了新闻工作者在这个特殊时

期的使命，那就是为无畏者鼓与呼。 2 月 7 日，
河南日报一版刊发《定了！网红宝宝叫“佑华”》
这篇报道，这也是我们报网联动的一次创新尝
试。 一名原本普通的医生，一个出生仅几天的

男婴，一场来势汹汹的疫情，因为父亲参加援
助武汉医疗队的大义之举，经在河南日报官方
公众号发布后， 十余万网友竞相为孩子起名
字。 记者把自己的感动传递给网友，网友又把
自己的感动汇聚成江河，愿这份感动永驻人间
吧。

但是，对于报纸而言，写得好还不是最重
要的，关键还要刊发好。对于重点报道的刊发，
我们都会竭尽全力与报社进行沟通，有时候可
以说是费尽了“心机”。 2 月 23 日，《河南日报》
一版刊发《濮阳筑牢复工复产“安全网”》的报
道。 为了它的顺利刊发，我一路打电话进行汇
报，从出版部主任到值班副总编再到总编辑刘
雅鸣，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崔清林也给刘总
编打电话，沟通协调发稿事宜。可惜，由于版面
太紧张，稿件当天没有发出来；第二天我去报
社开会见到社长董林，又给他说了说这个稿子
的情况。 我当时就是想，再怎么作难稿子也得
发出来，因为这是复工复产的关键时期，要看
到濮阳的行动和措施啊。 此外，我还被报社抽
调回去参加了长篇报道《战“疫”长歌》的撰写，
我也充分利用“特权”，在文章中加入许多濮阳

元素，这篇报道后来受到了省委主要领导的表
扬。

但是，我们记者站毕竟人单力薄，为圆满
完成这次宣传报道任务，市委宣传部给了我们
许多具体的指导，市委宣传部领导会为了一个
报道选题或一个宣传口径， 反复交代沟通；濮
阳日报则派出精兵强将专门为我们提供照片

和稿件， 报社的孟晋社长和吉子文总编对我
说，他们的记者不用署名，也不用发稿费，就为
了共同把濮阳宣传好。

俗话说：“烈火炼真金。”回首抗疫岁月，我
觉得， 濮阳记者站与濮阳人民的心贴得更近
了， 与濮阳这座城市的命运更是休戚与共，这
种情感就是“淬炼”出来的。从社区的防控到学
子的课堂，从乡政府墙上的作战图到逆行者的
最美身影，从城市生活的物资保障到各类企业
的复工复产，我们始终热血沸腾，全力以赴，用
一篇篇报道为濮阳加油，为濮阳祝福。

今后，河南日报报业集团驻濮阳记者站将
始终以战士之姿，一如既往地投入对濮阳市委
中心工作和濮阳经济社会的宣传报道中，大事
件必有我们。

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一个温州朋友给我
打电话，说疫情结束后，第一件事就是去欧洲
买房子，给自己留个退路；前几天又打电话，我
问到他买房的话题，他的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
弯，说余生哪都不去了，因为中国是世界上最
安全的地方。对比国外疫情的爆发和国内疫情
得到有效控制，更是让世界感受到了国家的强
盛，感受到了党中央、河南省委、濮阳市委的坚
强领导力，感受到了高高飘扬的红色旗帜带给
我们的力量； 感受到了各级政府的执行力、看
到了全国人民的大团结，14 亿人民群众合力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信心和决心。在这场人
民战争中，有医生、护士等一个个逆行战士，还
有时刻记录这段历史的新闻工作者，他们坚守
着自己的新闻信念，逆行而上，争做前线冲锋
者、甘做一线的坚守者、善做舆论的引导者，以
镜头、话筒和笔，将濮阳的抗疫故事讲给了龙
都 400 万群众，讲给了河南省一亿群众，讲给
了全国 14 亿群众， 为濮阳众志成城抗击疫情
赢得了“主流话语权”，实现了疫情防控工作的
精准发声， 我觉得有以下三个方面做得非常
好。

一是建立了好的机制，做到了精准发力
疫情就是命令，为确保各项抗疫工作的顺

利进行，濮阳市第一时间成立了疫情防控领导
小组，市委宣传部也组建了宣传引导组，建立
了新闻工作微信群，提前谋划确定选题，力求
全市媒体共同发力，采访精准、行动精准、发稿
精准； 濮阳广播电视台组建专门的外宣队伍，
抗击疫情期间，我和市委宣传部及新闻科有关
领导每天都要通电话，了解市委市政府领导最
新指示，商量报道的重点。 我每天都要与省台
新闻中心领导和各栏目的编辑记者联系，请求
省电视台多报道濮阳抗疫新闻， 同时了解省
台、央视的报道方向和要求，第一时间传回濮
阳，并与承担报道的记者沟通采访什么、怎么
采访、报道的角度是什么，这样我们的记者就
做到了有的放矢、精准采访，少做无用功，提高
了发稿率。

再一个就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在各县建立

的融媒体中心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建立了一个
由各县的县委宣传部部长、县电视台台长为成
员的新闻工作微信群， 每天指导大家采访发

稿，在各地封锁、交通不便的情况下，通过融媒
体中心网络，把各县区的好做法及时传送到省
台，讲好了县区抗疫故事，提高了县区发稿量，
提升了发稿的质量。

二是建立了一支好的队伍， 行动迅速、贯
彻有力

疫情防控就是在和时间赛跑，一支强有力
的外宣队伍是一切工作的基石。市广播电视台
张利民台长将全台一线记者进行了整合，组织
精兵强将，成立了专门的外宣队伍，为外宣发
稿提供了人员保证。

外宣工作不好做，是因为外宣工作对于新
闻的时效性、质量要求更严格。 节目不等人，有
可能中午接到任务， 下午六点半河南新闻联播
要播出，最晚下午四点之前要截稿，中间只有短
短的两三个小时的时间，要联络、拍摄、听同期、
写稿、审稿、改稿、编辑、传输，非常紧张，任何一
个环节出问题，都保证不了节目的正常播出。

当时市广播电视台专职主管外宣工作的

是副台长周鹏振，他放下家里怀孕 8 个多月的
妻子，起早摸黑全力以赴为外宣记者工作创造
条件、搞好服务，前几天妻子刚刚生产才请假
给予照顾；负责外宣的孙鹤同志，从 1 月 23 号
晚上 11 点参加杨青玖市长召开的紧急会议，
到现在没有休息过一个星期天，带头进市五院
采访，自己拿钱给大家改善生活，至今没有陪
孩子上过一次网课，她女儿说，你是一个不合
格的妈妈……我们的记者刘向敏、王玉京在濮
阳县王称堌镇，坐着一艘简陋的小船，划着木
浆，横渡黄河，在黄河漩涡中，拍摄往河对岸的
苏庄村运送防疫物资和生活必需品的新闻照

片。 徐凯祥、王振兴、王艳慧、刘善华、周一丹、
李睿颖闻令出征，从大年三十开始，没有节假
日， 他们一方面负责电视外宣稿件的采编写，
同时还要承担上级广播媒体的外宣任务。疫情
严重时，他们到一线，直面疫情，进医院、进社
区、进企业、值守卡点、下乡入村；疫情发生变
化时，他们采访春耕生产、乡村振兴、脱贫攻
坚、复工复产……徐凯祥、王振兴上周六上午
跑到濮阳县渠村乡，中午在渠村吃饭时接到任
务要去台前采访台辉高速黄河大桥，两个人一
天奔波几百公里，开车、摄像、航拍、出镜、采
访，为拍摄一个好的镜头，徒手登上 40 多米高
的施工架子，航拍器几次失联，坚持保质保量
完成了各项采访任务， 回到家已经是晚上 11
点多了， 第二天星期天还要到单位写稿子、传

送片子……像这样的例子太多太多。这些记者
当中很多都是 80 后 90 后，他们是一个个普通
家庭中的子女、父母、爱人，在家长眼里他们还
没有长大，他们中有的刚结婚，孩子才刚刚几
个月大，有的还是台聘、大学生公益性岗。面对
疫情，他们也害怕、也担心，若说困难谁家没有
困难、谁家不是上有老下有小，但他们没有退
缩、没有犹豫，毅然决然承担起传播濮阳好声
音、树立濮阳好形象的重任！ 没车就开自己的
车，没饭就吃泡面……他们连续三四十天没有
回家吃过中午饭，通常都是一边吃泡面、啃面
包，一边写稿子编片子传画面，平均每天工作
十几个小时，这中间克服了非常多的困难！ 但
这些孩子选择了坚守，没有一个人讲条件！ 哪
里有新闻，哪里就有我们的记者，哪里最危险，
哪里就有我们的一线记者，在这场没有硝烟的
战争中，我们的记者一次次深入一线，记录抗
疫一线感人故事，用感人肺腑的文字、鼓舞人
心的画面去记录、去传播！

人生在世，有三件事不能回避：为民请命不
能避，为国赴难不能避，临危受命不能避。疫情当
中，从市委书记、市长主要领导靠前指挥、夙夜在
公，到各级各部门、各行各业，每个人都在为这个
城市默默地奉献，还有我们这些最前线的新闻工
作者，他们肩上的担当、身上闪耀的光辉，都用实
际行动和工作的成果做了最好的诠释！

三是报道成果丰硕 媒体融合成效明显

省委王国生书记指出，广大新闻工作者要
深入实践写有温度的文章，扎根群众讲有情怀
的故事，在接受教育中提升素质，在实践课堂
上写好作品。 这次疫情防控阻击战中，我们的
记者深入一线，脚踏泥土，笔吐芬芳，报道出了
许多群众身边的暖心感人故事。两个月的夜以
继日，在河南电视台《河南新闻联播》等各档新
闻栏目发稿 120 多条， 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河
南新闻中心客户端等发稿 180多条。 在河南卫
视播发 《濮阳市五院抗疫先进人物王红燕护
士》等两期抗击疫情濮阳专版，每期节目 14 分
钟；另外，还制作播出一期赵建玲副市长专访，
时长 8分钟。 在央视《新闻联播》《新闻直播间》
《朝闻天下》等栏目播出报道 12 篇，其中 2 月
29日当天，央视包括《新闻联播》在内的栏目就
播出濮阳新闻 4条。 《孩子出生前一天，他出征
武汉》《艾尼大叔千张馕支援抗疫前线》《濮阳
803 人集体复工返岗》《夯实农业基础 有力有
序推进春耕备播》等在央视播出，习总书记在

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工作部署会议的反响，《河南新闻联播》播出四
期，期期都有濮阳……这些成绩的取得是我们
的记者一个一个的脚步丈量出来的，是一个一
个的镜头拍出来的，是冒着危险深入病区一次
又一次采访、反反复复策划沟通联络来的！ 同
志们背后看不见的工作和付出也是成倍地增

加！
特殊时期，群众对疫情信息的需求在成倍

增长， 相对于网络上的各种谣言和不实信息，
人民群众对主流媒体发出的声音更为渴求。电
视媒体在专业性、权威性、公信力，以及新闻报
道的深度、广度和高度方面都拥有互联网媒体
和自媒体不可比拟的优势， 通过这次疫情，对
广电事业也是一个很好的机遇。刚才讲了各县
区融媒体发挥了重要作用，前段时间清丰县融
媒体中心为受疫情影响滞销的红薯找销路，几
天的时间就帮农民卖了 6 万斤红薯，这充分说
明媒体融合能够发挥更大、更多、更好的作用。

所有成绩的取得都与党委、政府对新闻工
作长期以来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 1 月 21 日，
宋殿宇书记专门看望慰问新闻工作者，强调加
强媒体融合、打造全媒体队伍，推动濮阳宣传
工作强起来。 今天又专门召开这次座谈会，听
大家讲发生在记者身上的抗疫故事，这都是市
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新闻工作、关爱、善待新闻
工作者的具体体现。 近期，记者站策划了几个
报道《总书记，河南向您报告》、濮阳首席服务
员、脱贫攻坚等，都是跟市委宣传部主要领导
具体商量对接的。我们去濮阳县西辛庄采访李
连成书记的时候， 鲍红涛同志还陪同采访，亲
自安排协调对接，体现了市委宣传部对记者站
工作的高度重视。 对我们驻地记者来说，没有
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没有市委宣传部的大
力支持，想要做好工作是不可能的。

恩格斯指出：“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
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在今后的工
作中，河南电视台濮阳记者站将一如既往地讲
好濮阳故事，唱响濮阳声音，为濮阳的发展鼓
好劲、聚好力、唱好曲。 通过抗击疫情，濮阳也
凝聚起了众志成城的磅礴力量，我相信在今后
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中，一定
会增添更加亮丽的濮阳色彩！濮阳开创了首席
服务员制度，我也是河南电视台派驻到濮阳的
首席服务员，濮阳有需求，我们有反应，濮阳有
要求，我们有报道！

用一篇篇报道为濮阳加油,为濮阳祝福

讲好濮阳抗疫故事 凝聚正能量奏响最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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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日报报业集团驻濮阳记者站站长 王映

河南电视台驻濮阳记者站站长 池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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