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讲中国故事是时代命题，讲好中国故事是时代使命。每个时代都需要会讲故事的人。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信息时代，作家、编剧、段子手，以及每一条视频后面的网友，都在以自己的

方式讲述着关于时代的故事。然而信息越纷繁杂乱，社会越是渴求打动人心的故事。谁能从信息
碎片中打捞出完整的故事，谁就能接近时代的本质。

百舸争流，好记者不会迷失航向，因为对新闻而言，最重要的是真实。在不同的新闻现场，不
同的新闻当事人之间，贯穿着同一根绳子，那就是公共利益。总要有人守护公共利益，总要有人为

无声者发声。所以每当“大事”发生时，新闻人都不会缺席，诉说你相信的，相信你诉说的，让故事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

新的一年，生机勃勃、神采焕发的向上力量正扑面而来。新的一年，这些讲故事的人，有故事讲给你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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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聿云暮，日月其除。转眼又是一年。
“阿姨，新年快乐。”跨年夜，晓文照例发来新年祝

福。
认识这个女孩，缘于十年前的一次采访。彼时，她

的生活中只剩下年迈的外婆和外公。虽然遭遇巨大家
庭变故，但女孩依然乐观向上、品学兼优。就这样，我
们将她的故事，讲给了更多人听。

2023年，晓文大学毕业回到家乡。这一年，疼爱她
的外公带着不舍和牵挂离去，命运给她千疮百孔的生
活，再一次戳了个窟窿。不过，因为有了萍水相逢的

“他们”，即便遭遇更大的磨难，女孩依然坚信，世事千
帆过，前方终会是温暖和光明。

他们是一对善良的夫妻。十年间，他们一直默默
守护在晓文身边，资助她完成学业，作为“家长”出现在
她的成人礼上。他们是她生活的一束光，让这个命运
多舛的女孩，追光而遇，沐光而行。

跟我聊天时，晓文言语轻快地说着这一年的过往，

诉说着脚踏实地、仰望星空的烂漫憧憬。她说，感谢你
们，让我暗淡的人生充满了光亮和希望。她说，自己会
怀揣这份感恩，去对抗江湖的刀光剑影。我看不到她
的模样，但我知道，说完这句话，女孩的眼里一定闪着
耀眼的光芒。

末了，她问，这一年，你们过得怎么样？
每年这个时候，互相道声“新年快乐”和盘点过往，

毫无例外地成为每个人生活的主旋律。有人跟风自嘲
“文字平平”，言语之间却诉不尽云卷云舒、悲欢离合；
有人喜欢在朋友圈来上一篇“新年贺词”，送别一年的
喜怒哀乐，期待未来的花好月圆；也有人喜欢约上三五
好友，在吐槽吹牛侃大山中，吼着喊着红着眼圈送别昨
天。

一年的时间很短，好像还没来得及努力就结束
了。一年的时间很长，感觉多大的盒子都盛不下这一
年的回忆和念想。

这一年，还好吗？这一年，我们依旧步履匆忙，用

文字和镜头记录下这个城市里平凡人的烟火故事，记
录下他们带给这座城市的感动和温暖、激情和力量、光
明和希望。当夜晚闪烁的警灯闯入我们的镜头，当跳
入冰河救人的凡人英雄成为我们笔下故事的主角，当
越来越多的网友在视频评论区呼叫“小编”，我们知道，
那些追逐光的人，最终自己也成为了光。他们追逐光、
靠近光、散发光，用点滴微光汇集成灿烂星河，照亮这
个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明年，会更好吗？对于未来，相信每个人都心存美
好的愿景。新的一年，我们的故事会有新的版本，它们
也会有新的主人公。我们的故事会更加精彩，我们的
声音也将传播得更远。在媒体融合这片阔海中，我们
一次次创新、突破，培养出一批弄潮儿，他们会像诸多
无名英雄一样，奋斗在自己的战场。融媒巨舰阔海远
航，他们在浪尖翩然起舞。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考”面
前，他们追光前行，向阳而生。

追光的日子
■ 赵艳君

新年至，一年又了。
这一年，我记录着别人的故事，时光也记录着我的

故事。
草长莺飞的春日暖阳里，我和市民赵冉相约城市

书房，听她讲述她与这间书房双向奔赴的故事。在我
的相机中，读者、书、咖啡与窗外的绿树红花相映成趣，
像一幅岁月静好的画。在王口桥边，我听市民陈秀英
讲述她在王口桥边的半生过往。王口桥目睹过陈秀英
大半辈子的时光，陈秀英也看着王口桥一次次换了旧
模样。“尽爱聊城下，宁知沧海深”的诗句中，我漫步聊
城街头，在绿树环抱的口袋公园，在古韵悠长的朱雀
街、米市街，看到葫芦雕刻寄语“福禄”绵长，听到东昌
古琴奏出悠扬旋律，望见这座城市的来路，烙在历史的
印记中，古今相望，各自精彩。

烈日炎炎的盛夏，戏曲演员范季云穿好胖袄、戴上
头饰、穿上戏服，锣鼓点响起，上台开腔、云步慢移，下
台之后，脱去厚厚的戏服，汗流浃背的她对我讲述送戏
下乡的苦与乐；聊城一中老校区教室里，冯海清为学生

上毕业前的最后一节化学课，下课铃声响起，学生起
立，双手作揖，弯腰鞠躬，用传统“周礼”致谢老师。“江
湖路远，就此别过，你远走高飞，我原路返回，谢谢你
们！”在向学生鞠躬回礼后，冯海清饱含深情地向学生
道别。我看着他们挥手道别，也记录着他们彼此的不
舍与珍重。40℃的高温下，临清市鲁西国际陆港海关
监管作业场所内，一个个集装箱紧张有序地装车，省内
首班“铁海E通-陆海直运”出口货物全整列，从鲁西国
际陆港海关监管场所出发，我和同事也在高温下将他
们的故事搬运到我们的报纸上、视频里。新青年音乐
节上，我和全国各地奔赴而来的乐迷们一起享受着音
乐带来的自由与狂欢，也触摸着活力聊城的青春与婀
娜。

秋意浓，万物收。深秋，我探寻一间间城市书房，
它们或在市井烟火中，或在葱郁公园间，或在园区幽静
处……一店一景中，翻开聊城这座城市的“阅读记忆”；
在传统古村落，我感受浓厚的乡土气息、触摸历史与乡
愁，也用手中的笔向读者描绘两河古镇村的文化遗存、

历史脉动、发展愿景，用镜头去记录两河澎湃、古镇村
蓬勃交织起的律动和美好，用心去感受加快建设“六个
新聊城”征途上那些前进的号角、瑰丽的图景和向上的
力量。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更多的美好和惊喜，在这个
冬天到来。聊城参与摄制的电影《回西藏》荣获第36
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中小成本故事片奖，我聆听制
片人纪焕学讲述影片背后创作的故事以及“老孔”和

“久美”之间的真挚友情，听“老孔”的扮演者宋洋讲述
了他心中的“老孔”和对“老孔”家乡的神往；12月8日
上午10点 58分，G9226次复兴号列车从聊城西站出
发，开往济南西站，聊城正式步入高铁时代，我在济郑
高铁复兴号的首发车上体验了“贴地飞行”，除了感受
到“中国速度”，也感受着聊城这座城市的新韵味、新诗
意、新格调和新气象。

回望2023年，总有一些不期而遇的美好，照亮我
们的生活。奔赴2024，前路漫漫亦灿灿，愿你我都保
持热爱，奔向新的一年。

保持热爱，奔向新的一年
■ 吕晓磊

岁末年初，我们总是习惯
性地回望过去，从中汲取更多
的勇气、爱和信念，去迎接新
的开始。

过去的2023年，所有人都
能明显感知到的是，科技在加
速、社会变迁在加速、生活节
奏在加速，这一切都成为新闻
实践的新处境，也使新闻实践
面临挑战。

2023年，我们见证了媒体
行业的巨大变革。随着数字
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快速发
展，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的
界限逐渐模糊，媒体融合已成
大势所趋。在这个过程中，我
们不仅需要适应新的传播方
式，还需要探索如何更好地满
足受众需求。

于我而言，这一年，我完
成了从文字记者到网络编辑
的身份转换，深刻体会到了媒
体融合带来的挑战。

媒体融合，意味着记者编
辑需要不断提升新闻敏感度，
紧跟时事热点，熟练掌握各种
新媒体工具；意味着要在海量
信息中快速果断筛选出有价
值的内容，为受众提供资讯信
息；意味着在一个立场先行、
渐趋极化的舆论场中，面向事
情本身进行理性分析，保持批
判性思考的态度。

挑战来自于敏锐感知、快
速反应。前方记者采访将素
材发回，后方编辑火速编发，

“快”，在每一个新媒体人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有
多快？2023年12月23日是2024年研考初试的第
一天，9点钟，当考生刚刚走进考场的时候，我们已
发布了考研的相关报道。

挑战来自于建立连接思维。无互动不传播，交
流网络流行梗，盘点社交平台上的红人热词，已成
为工作日常；Z世代喜欢展示自我，乐于分享感受，
我们紧跟Z世代感兴趣的话题策划选题；热点事件
反映民众的真实情绪与诉求，我们希望通过追踪热
点触碰社会的脉搏，并试图超越热点本身，看到那
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挑战来自于创意创造。向内思考、向外探寻，
向下扎根、向上生长，用眼里的光、用创意创造的活
力当好推介城市品牌的大使，让世界看见“两河明
珠”城市的品牌之美。

当然，挑战与机遇并存。在媒体融合的过程
中，我们也发现了新的发展机遇。商业传播平台、
自有平台为我们的内容提供了更广泛的传播渠道，
通过各平台，我们可以快速将新闻报道触达全国网
友。

前段时间，我去阳谷县侨润街道国庄村采访，
看到农家妇女通过直播，将粉条卖到全国各地，深
受触动，她们不也是凭借“一专多能”（会拍图片、会
拍视频、会直播、会编辑视频图片文字、会抓取热
点），打开了连接世界的无限可能吗？那么作为专
业的媒体工作人员，又有什么可退缩的呢？

风不止，劲不息，新征程，再出发。新的一年，
我将多向功底深厚的新闻前辈学习，学习他们对内
容近乎严苛的要求和对重大新闻选题的敏感性；向
思维活跃的年轻同事学习，学习潮流风向，拆解爆
款密码；学习央媒省媒优秀作品，掌握屏幕叙事特
征，边学边实践。我相信，只要保持敏锐的洞察力、
勇于创新的精神和团结合作的态度，就能够抓住机
遇，让聊城故事“破圈”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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霓虹在冰面上舞蹈
月亮沉思着
放烟花一条生路
记录下它将吐露的心事

禁锢得久了
要舒展一下筋骨
趁着没有人注意
趁着人多给人惊喜
砰的一声
展现出最璀璨的倾诉

千年水上古城的轮廓线
弹奏着一个恋爱协奏曲
或明或暗
起起伏伏
浪漫是新年的专属
腾空而起的烟花
是离星星最近的问候

转眼间，2023年过去了。
和过去的那些年一样，2023年，很多人从我的采

访工作中经过，将生命中的片段留在了我的笔记本、
录音笔当中。

这一年里，我印象最深的是老曹，一名来自央企
中建的高铁建设者。一年前，2023年初，在东昌府区
与莘县交界的高铁建设工地上，我见到了老曹。

老曹身体很好，个头不算很高，站姿挺拔，看上去
只有四十多岁，但实际年龄已经59岁。他到中建工作
后，常年跟随施工队奔波在大江南北，为了一个又一
个大项目吃住在工地，尝尽了极寒酷暑的滋味。这种
滋味，在我见到老曹时深有体会。他和同事居住的板
房已经被寒冬“破防”，北风将板房外的铁皮吹得噼啪
作响，在屋里坐一会儿腿就会不自觉地颤抖。可就是
这样的环境，老曹依旧很满足。有人说，你都快退休
了，找个二线岗位歇歇吧。但他的回答是，作为唐山
大地震的幸存者，在自己即将退休之际，还能为大家
做些贡献，再苦再累也值得。

2023年的上半年，老曹守好了他的最后一班岗。
他在这班岗上经历了很多，很辛苦，也很平淡。2023

年末，得知济郑高铁开通，年满60岁已经退休的老曹
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里恭喜聊城通上高铁。十几岁
当兵，已经忙碌了几十年的老曹，已回到母亲身边，照
顾老人的日常起居。他希望有机会坐上高铁，顺着他
们承建的铁路，到山东看望昔日的朋友。

之所以对老曹的最后一班岗记忆如此深刻。是
因为老曹就是我们身边甘于奉献、任劳任怨的普通一
员。他的前半生历经苦难，却从未灰心丧气。少年
时，遇到唐山大地震，见到解放军叔叔拯救了万千同
胞，选择了参军入伍。入伍多年后，转业成为一名国
企职工。此后多年，直到退休前，老曹还坚守在一线
工地工作。抱怨的话题，他从不参与，无论是野外环
境艰苦，还是对家人照顾不周，他都只字不提。

在老曹身上，我学到了很多，他的事迹和心态让
我受益匪浅，其中最多的是乐观看待人生的态度。正
如他所说，困难只是暂时的，只要大家勠力同心，必将
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2023年不易，大家经历了风雨
洗礼，收获了彩虹。2024年，我们只要坚定信心，直面
挑战，攻坚克难，必将迎来一天胜过一天的好日子。

老曹的最后一班岗
■ 苑莘

浪漫是
新年的专属

■ 刘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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