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婉言深情告白
相拥美丽梦想

时政一部记者 王艳

又是一年记者节。 从业
20 年， “出发” 已然是我生
活的一部分 、 生命的一部分 。
人生最好的年华献给新闻事业 ，
虽然艰辛 ， 亦不乏精彩 。 简单的

“记者 ” 二字 ， 背后是责任与担当 、
希望与坚守。 很多时候， 我们不是看到
希望以后才去坚守， 而是在坚守中才看
得到希望。 在媒体传播格局发生深刻变革
的今天， 我们更加需要坚守， 坚守初心和使
命， 坚守理想和信念， 坚守良知和底线。 愿我
们抬头可见星辰大海， 埋首能够脚踏实地。 不负
时代， 不负韶华， 再出发！

时政二部记者 李凤霞

“风里雨里是常态，风雨无阻是姿态”。 从业 25 载，从
编辑到记者，在历练中成长，在坚守中担当，变的是越来
越熟的业务，不变的永远是初心。 感谢这个职业，让我有幸
见证了高质量发展的“周口速度”，将这个城市的日新月异用
每一篇稿件记录下来，宣传周口、展示周口，为周口的发展呐
喊鼓劲。
脚下沾满多少泥土，笔下就流露出多少真情。 新时代、新气

象，新闻记者永远在路上，我们将用更加敏锐的目光，更过硬的文
笔，更深入地思考，在田间地头、大街小巷用心书写，传递感动，记录
好历史的瞬间、见证时代的发展。

周口日报出版中心编辑 卢好亮

在周口日报社工作已经 26 年，多年来，我牢记做一名好记者、好编辑既要
有真本领，更要有责任心，在内心深处深挖责任田、厚植责任感。 尤其是作为一

名要闻

版编辑要守牢

安全底线，敢于担责、
勇于创新 ， 使版面灵动起

来，让版面“说话”、用版面“表演”，
倾心用一张张泛着淡淡油墨香味的报纸

以飨读者，让大家在花开雪飘四季品评、欣赏五
彩缤纷的三川大地。

大数据中心编辑 李哲

从业 25 年， 回首会有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的感慨， 更有时不我
待的紧张和压力。 我对自己的认知是 “被迫转型的传统媒体人”。 从记者

到报纸编辑再到新媒体编辑， 我的切身体会是： 新闻工作者更要做与时俱进
者。 随着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 人工智能、 5G、 VR 等新技术使得媒体报道的
“神器” 再升级， 新闻工作者要在坚持为时代书写、 为人民立言的基础上， 不断
“充电” 掌握、 运用好这些新技术， 有效提升自己观察和分析问题的层次与能
力， 丰富自己观察世界的维度和角度， 主动转型为融合报道的多面手， 才能更
精彩地讲好周口故事， 记录家乡的时代之变。

周口日报社评论员 吴继峰

2017 年 10 月， 我从时政新闻记者转岗专职评论员，5 年多来撰写了大量社
论、评论员文章、时评等评论文章，及时准确宣传阐释市委重大会议精神和重要
决策部署，回应人民群众关切向有关部门建言献策，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发挥
了党密切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 新闻评论写作，我个人有两点感受：一是文
字必须真诚。 评论员的学识水平、思想深度可能有差异，但是必须发自内心真诚
写作，真诚的文字才能动人有力量；二是文章要有思想。 评论员必须对事物有深
入思考和体悟，观点才会独到新颖。这需要我们加强对身边事物的敏锐观察和捕
捉，也需要多读多写，在积淀上下功夫。

教育工作部记者 张劲松

记者被誉为“社会的良心”，工作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从踏入报社的第一天起，为了自己的理想追求，平时的工作我都很尽力，这

种尽力、痴迷、敬业的艰辛，有时想起来会让自己感动，甚至让自己无法忍受，但
面对鲜花、荣誉、成果，自己脸上又绽放出笑容。难忘今年 9 月份报业传媒集团策
划的“豫货出海、‘周’向世界———周口航运出海大型异地采访活动”，我带领 B 组
记者一行 6 人，10 天行程近 3000 公里， 走访 15 个重要节点， 赶写出 10 余篇、3
万字的新闻作品。作为一名记者，我会永远做到不负党和人民的重托，忠于职守、
无怨无悔。

农业农村采访部记者 付永奇

从业 20 多年来，一直怀揣新闻理想，坚守采编一线，用心记录历史 、传递
感动，讲好周口故事。 2020 年大年初三，我主动申请到基层宣传疫情防控，带
着恐惧 、冒着风险 3 次到我市首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所在村采访 ，尽力把新
闻写得离本质近一点。 为宣传“三农”，经常裤脚沾满泥泞，用“脚力、眼力、脑
力 、笔力 ”去聆听小麦拔节的清脆 ，描绘大地丰收的色彩 ，把新闻写在大地
上。 记者节里暖意浓。 我将不忘初心，守正创新，继续书写媒体人的担当。

广告编辑部编辑 邹娟

夜班编辑，就是一群追逐星光的人，在一个个万籁俱寂的夜里，对稿件字斟
句酌、反复推敲，对版面精雕细琢 、用心编排，力求至臻至美，把好报纸出版的最
后一道关，时刻保持头脑清醒，严把关、防偏差，精心提炼标题、放大新闻价值，让
更多“接地气”“沾泥土”“带露珠”的新闻佳作传播真善美、弘扬正能量。

踏着星光和夜色回家，对于夜班编辑而言，是家常便饭。 深夜别人犯困的时
候，我们仍绞尽脑汁寻找灵感，反复核对精益求精，以对党报新闻事业的执着，在
孤独中前行，在寂寞坚守。

编务中心编辑 滕永生

又到一年记者节，从事新闻工作这么多年，感慨颇多，拿起笔却不知从何写
起，就结合日常工作总结几条。

如果说记者永远在路上，那么编辑就是永远在“家里”的那个人。 这个“家里”
是办公室的格子间， 是那个永远也看不完的方块屏幕。 编辑就是为他人做 “嫁
衣”，把“嫁衣”做得漂漂亮亮，让记者采写的新闻稿件更加精彩地展现在读者面
前。做编辑那么多年，从浩瀚如海的稿件中见证了周口的发展、周口的沧桑巨变，
撤地设市…… 编辑的工作是阳光与阴霾同在，鲜花与荆棘并存，艰辛与汗水常
伴，同时也收获了成长。

驻西华记者站记者 张猛

又到记者节，职业的性质注定这个节日依然在路上。累吗？居高不下的血压和日
渐增多的白发足以说明一切；值吗？ 回首过往，看看新时代进程中有我们的印记，便
为之自豪。

记者，是时代的记录者。 从业 16 年间，我们分享农民的丰收喜悦，定格贫
困户脱贫“摘帽”的幸福时刻，亲历万众一心抗洪抢险的惊心动魄，见证众志成
城抗击疫情的磅礴力量……一幕幕雄壮激昂的场景直击心灵、触动人心。作为
一名新闻工作者能有幸参与其中、见证历史、记录时代，虽累，但充实快乐。

周口晚报出版中心编辑 关秋丽

1997 年，有幸踏入周口日报社，从此，风里雨里，一生追随。
仍记得，作为社会新闻记者，每天骑着自行车走遍大街小巷，或者半夜接到

新闻线索紧急赶赴事发地点……采访路上，有汗水，有泪水，但更多的是感动，是
收获。 仍记得，凌晨时分报社采编大厅那明亮的灯火，还有屏幕前那一双双熬红
的眼睛，只为让版面更加出彩。

一路走来，感动常在；一路走来，收获满满。
我们有幸亲历了周口的沧桑巨变，群众幸福感获得感满满；我们见证了报社

的改革创新，特别是新一届领导班子上任以来，万象更新，职工干劲满满。
作为一名记者，将继续不忘初心，坚守新闻的真实性原则与舆论监督使命。

作为一名编辑，守得住寂寞，努力服务好群众，服务好市委、市政府各项工作。
25 载风风雨雨，25 载无怨无悔。

学习强国运维中心编辑 窦赢

工作 16 年，我从记者到报纸编辑，从报纸编辑到新媒体编辑，再到学习强
国编辑，每一次角色的变化，都是一次成长。

经过精心策划和全力筹备，2022 年 1 月 10 日，“学习强国” 周口学习平台正
式上线。编辑部的同事每天守在电脑前埋头审稿，对稿件严格把关，一双双“火眼
金睛”在字里行间搜寻，严谨到每一个标点符号。 我们会为了稿件中的一个语法
问题争论不休，会为“的、地、得”的正确用法相互探讨，会对一段视频的画面进行
反复回放、确认……在大家的不懈努力下，“学习强国”周口学习平台稿件签发通
过率在全省稳居前三，更有上百篇精品力作被全国平台选用。

成绩代表过去，未来任重道远。 今后，我将继续与“学习强国”共成长！

微信微博编辑部编辑 李燕

自 2002 年成为《周口日报·社会纵横》编辑以来，担任过《周口晚报》副刊编
辑、时事新闻编辑、要闻编辑，2020 年，转岗为微信编辑。 工作岗位不断变化，但
都是默默坚守在报道后方的“守夜人”，记不清多少次深夜反复斟酌，改版式、
改稿件，为一句话、一张图，琢磨、修改，只为做得更好。

随着报业融媒体快速发展 ， 今后将继续以开放和创新的心态面对工
作 ，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 ，做一名 “全能小编 ” 。

摄影部记者 梁照曾

1999 年初冬，在第一个记者节来临的时候，我来到周口日报社，成为一名新
闻工作者。作为一名摄影记者，我用镜头记录了周口撤地设市、周商一体化、周项

淮大三角、中心城区扩容实
现周商淮深度融合、 沙颍河通江达海等发展
巨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不负党和人民重托，当好一名记
者，用镜头定格市委、市政府带领全市人民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新周口的美好影像。

网站客户端编辑部编辑 李鹤

今天是第 23个记者节，也是我从业以来的第 11个记者节。 工作至今，我担
任过《周口日报·龙都网苑》、手机报、微信、网站、美篇编辑，学习掌握了许多工作技
能。在工作中认识到，编辑不只是文字的“搬运工”，更是文字的“守门员”，认真对待
记者发来的每篇稿件、每一张图，既是我的工作内容，更是媒体从业者的责任。

跟随着报业转型发展的脚步，一起成长，用积极的心态迎接未来的工作，用
“在路上”的状态应对工作中的变化。

政务运维中心编辑 王依达

转眼间，在报社已经度过了第十个记者节。 十年里，从综合新闻编辑到广告
编辑，到政务运维中心的网站编辑，目睹报社一步步迈入先进行列，与报社共同
成长，收获了很多。

编辑工作， 意味着每个夜晚万家团圆的时候， 也正是我们工作最忙的时
候，经历过许多次披星戴月回家的深夜，路上已空无一人。 但看到做好的版面
新鲜“出炉”、网站信息经资源整合及时推送，不觉辛苦，感到充实和快乐。

铁肩担道义，锦心著华章。作为距离新闻最近的人，我们有责任把最好的新
闻及时让受众看到、听到、知道，我们将不忘初心、职责在肩、担当于行。

视觉设计中心 周彦

作为视觉设计中心的一名编辑， 十多年来得到了单位领导和同事的帮助
和支持，也让我的个人素质和业务能力日益精进。随着周口报业全媒体视觉设
计意识越来越强，如何让新闻以更多样的视觉方式呈现出来，如何把“料”缝制
成华美的“衣服”成为工作重点，成为我今后努力的方向。 未来工作中，我会加
强学习，用新颖的设计作品讲好周口故事，传播好周口声音，为周口报业传媒
集团的发展贡献力量。

县市区新闻编辑中心编辑 李林

“久坐腰背痛，抬头天已黑”。 一个精准的标题，可能经过了千回百转、仔细
玩味；一个平常的版面，可能经过几十次的修改。这是编辑与文字打交道的工作
常态。 用耐心对待每篇文章，用精心设计每个版面，面对领导的信任、同事的鼓
励，如履薄冰，不敢有丝毫懈怠。身处巨变新时代，我作为编辑，将自己的努力融
入版面的字里行间，不负记者所托、读者期待。 虽然年过四十，仍觉得自己依然
年轻。 因为，在我眼中，周口日报社依然充满新意、风华正茂。

深度报道部记者 乔小纳

2022 年是我成为记者的第三年 。兴奋 、责任 、骄傲 ，是我回望这 3 年
来提取的关键词 ， 每一个词都从与周口这座城和报社的羁绊中生长出
来 ，都离不开家人的支持 、朋友的关心 、同事的帮助 、领导的信任 。 周口
是我的家乡 ，对能记录她日新月异的发展十分兴奋 ，对在防汛行动中 、
抗疫行动中能亲赴一线守护她油然生出一股责任感 ， 对我的家乡能涅
■重生展示美好形象感觉到越来越骄傲 。 继续用心感受和记录生养我
这片土地跳动的脉搏吧 ， 一名永不止步的记者与家乡一起走在通往未
来的路上 。

视频采编中心记者 轩洋

一年一度的记者节又到了，在从事记者工作的几年里，我感到非常荣幸与
快乐。 通过工作，我能在一次次采访中提高技能水平，锻炼交际能力。 通过与各
行各业的采访沟通，使我的生活每天都丰富多彩。 我始终认为，当一名记者，一
定要鞋底沾满泥土，内心充满希望，只有坚持贴近生活、贴近人民群众，深入到
田间地头、街头巷尾，才能拍摄出带有泥土芬芳和充满希望的好作品。在今后的
记者生涯中，我依然会付出自己全部的努力，砥砺前行！

������不知不觉中，第 23 个中国记者节已悄然来临。
在这值得庆贺的节日里，我们应该并且有理由为记者朋友点赞！
记者的工作很辛苦。他们一直在忙碌，工作始终在路上，没有时

间享受正常节假日的快乐。 为了成就优秀新闻作品，他们扎实采
访、精心构思、反复锤炼、细致打磨，力求新闻报道及时、准确、
生动，拷问真相、守望良知。

记者是时代的参与者，更是书写者。他们用手中的笔和
镜头记录新闻，报道时代强音，反映百姓诉求。 风餐露宿
奔波、深夜陪伴孤灯、凌晨伏案工作，是他们的生活底
色。 疫情肆虐时，他们逆行而上；洪水来临时，他们冲
锋在前。 采写新闻，他们无畏付出，创造性工作，从
不退缩。

记者始终牢记嘱托、砥砺奋进。 一年来，周
口报业的记者们敢于挑战、勇于胜利。 他们用
手中的笔和镜头生动记述了周口大地上发

生的幸福故事， 创作出了大批有特色、有
亮点、有深度的优秀新闻作品。他们用实
干担当、用奋斗作答，写下新时代周口
在出彩中原新征程中昂扬奋进的光

辉篇章。
在这个值得点赞的日子里，

就让我们走近身边可亲可敬

的记者朋友， 聆听他们内心
深处的心灵告白， 触碰他
们热爱新闻无怨无悔的

感受吧！ 或许，您会油
然而生一种共鸣。

衷心祝愿记者

朋友，节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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