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恰逢《徐州矿工报》70
周年，我翻开办公桌上历年
的《徐州矿工报》合订本整
理 资 料 ，抚 摸 着 泛 黄 的 报
纸，看到署着自己名字的稿
件、设计的版面、动人的照
片在一张一张岁月侵染的
报纸上出现,心中满是自豪
和感慨。

2007 年，我走出大学校
园，便进入报社大院开始我
的职业生涯。那时候的“大
院子”还坐落矿山东路，办
公楼是旧式的四层小楼，楼
道刷着绿色的墙围，每间屋
子桌子上摆放着厚厚的书
籍和报纸, 院子里到处都能
嗅到浓郁的墨香。

一开始，我被安排到广
告部做美编设计工作，同事们告诉我，报
社是个英杰辈出的宝地，之前做美编工作
的前辈那可都是“名家大师”：马奉信、司
徒常、杨振廷、殷阳……有的做了大学教
授，有的则成为知名画家。前辈的优秀，
给了我进取的动力。我全身心投身美术编
辑工作设计：集团画刊、报纸版面、报纸特
刊、展会牌板……集团公司大事件和逢年
过节都要组织画刊专版……楼上楼下送版
样，连喝水的时间都没有，通宵达旦也是
常态，家人朋友劝我“悠着点”，我却态度
坚定：“选择新闻事业，就是选择了一份苦
差事，我有觉悟，也有信心，一定要把工作
做好！”

去年，在进入报社第 12 个年头，我在
做好本职工作的基础上，勇于挑战自我，
完成了从“美术生”到编辑记者的跨越，从
美术编辑到全媒体记者转型，学习采写、
编辑版面、微信编辑再到微视频拍摄制
作，走了很多路，与很多人相遇，感觉太阳
每天都是新的。

一年多来，手捧相机，我真实记录下驰
援武汉医务人员与亲人紧紧相拥；手拿纸
笔，我与“东风号”列车人员一同行驶在铁
轨上，记录他们的工作；肩扛摄像机，我与
伙伴们奔走在矿区洗煤厂、建筑工地、物
流园区……见证徐矿的涅槃重生、转型发
展。

一年多来，我对记者二字有了更深刻
的认识：记者，不仅仅记录新闻事实，更见
证时代的变迁。这让我更加热爱、珍惜这
份工作，感恩每一次成长；让我珍惜走过
的岁月，更感恩我仍拥有无限的希望。

与《徐州矿工报》一起经历的岁月，是
我的青春岁月，也是我的成长足迹。在我
人生最美好的13年里有您相伴，您是我的良
师益友，感恩《徐州矿工报》给我一把椅子、
一张桌子、一个舞台，在这里读写作、编稿、
设计、成长……感谢一路相伴，感谢一路引
领，希望我和您的故事再续新篇章。

2018 年初夏，作为一个刚
从新闻学专业毕业的毛头小伙
子，我满怀憧憬闯进《徐州矿工
报》编辑部。两年半来，她一路
见证我成长、满足我好奇、鞭策
我进步，成为我最亲密无间的

“良师益友”。
适逢创刊70周年，公司安排

我负责“牌板展”，在查找资料之
余，我饶有兴致地翻阅《徐州矿工
报》电子版，输入关键词“李本
领”，选择时间由远及近排序，出
现的第一篇文章，便是《71天，看

“华东”风起》，这篇近3000字的
中篇通讯，全文详实记录9位被
采访者所感所获，全方位立体展
现71天时间里一家企业的“涅槃
重生”，是指导老师带着我先后两
次深入一线，熬夜到凌晨三点的
成果，至今看来仍心潮澎湃：是她
教导初出茅庐的我“不管再忙，到
一线去”“不管再晚，当天出稿”。

两年半来，得益于《徐州矿工
报》记者这个身份，我奔陕甘，赴新
疆，进机组，下头面。在一线，我常
与“闪光”的徐矿人不期而遇，见证
他们斗严寒、战高温、冒风沙、涉险
滩……他们是如此的平凡而伟大，
不断勉励我再深入一点，再深情一
点，再深刻一点，讲好徐矿故事，传
播好徐矿声音。

我继续翻阅，两年半记者生

涯里，参与过的315篇作品一篇
篇映入眼帘，成长的一幕幕不断
涌上心头。

根据工作需要，两年半来，
我一直跟随指导老师学写要闻
报道，但一直未能出师。直到今
年5月末，集团领导连续三天赴
基层“走访转”调研，给了我亲身
实战的宝贵机会，我按照指导老
师的教导提前做资料收集、会中
认真记录、梳理逻辑思路、会后
在“调研”大巴上忍着晕车第一
时间完成稿件，写下《解放思想
谋在实处 为“五强”新徐矿建设
再作新贡献》一文，得到指导老
师和部门领导认可，也由此开启
了我的独立“要闻报道”之路。

最近半年，服从部门安排，
我又走上了“编辑”岗位，负责“安
全360”和“廉洁专刊”，与《徐州矿
工报》的联系越发紧密了。为了
胜任这份“新挑战”，我向资深编
辑学，向过往版面学，从一个版多
少字、几篇稿子弄不清楚，到现在
可以做到每期版面主题明确、有
重点好稿。但我清楚，成为一位
合格编辑“任重而道远”，我最多
只能算“刚入门”。

好在，《徐州矿工报》这个“良
师益友”会一直陪伴我，教我知
识，给我力量，让我在这片“沃野”
茁壮成长。

还记得在入职第一天，我
早早来到徐州矿工报社，走进
办公室的那一刹油墨清香扑
鼻而来，双手情不自禁地抚触
面前厚厚一沓印满铅字的纸
张，整洁有序的版面、严谨细
致的铅字、引人入胜的内容，
让我这个“新”人对《徐州矿工
报》肃然起敬。从那一刻开
始，我便下定决心要成为一名
合格“报人”。两年半来，记者
老师们脚下的泥、编辑老师彻
夜明亮的灯化作纸上清晰明
了的铅字，犹如指路明灯始终
提 醒 着 我 ，要 作 为 一 名“ 报
人”，合格不是 60 分，而是象征
着勤勉认真、毫无差错、履职
尽责的100分。

开启“新”的征程，“它”教会
我学会“走路”。身为记者，写好
一篇稿子是安身立命之本。如
何写出一篇好稿子？我带着这
个问题，学着报纸上所写的内
容，去登高望远听机组轰鸣、深
入车间看焊花飞溅……当我以
为这就够了，一篇篇退回的稿件
浇得我“透心凉”，一个字一个字
反复推敲，一次又一次对文章反
复修改，却始终不能满意，我不
禁垂头丧气。指导老师指着桌
案上的《徐州矿工报》对我说，每
篇上版稿件都是“精雕细琢”的

成果，“精修”是铸就精品的不二
法门，我才明白，学会“走路”前
要经历无数次摔倒，才能让自己
的肢体更加壮实、精神更加丰
满。

当我跃向新的平台，“它”
教诲我不忘初心。我在报纸
采编科工作满一年后，由于工
作调动，我到新媒体采编科工
作，随身带走的除了一支笔和
一个采访本，就是一沓墨香依
旧的《徐州矿工报》。载体变
了，但身为“报人”的精神不能
变。无论是拍摄第一条 vlog，
还是参与制作第一部微视频、
创造了一个又一个 1 万+ 、2
万+……每当我为取得的小小
成绩沾沾自喜时，桌面上那一
沓厚厚的《徐州矿工报》始终
提醒着我，形式再创新，也要
保持谦逊勤勉 、谨慎认真的

“报人”精神。
不 忘 来 时 路 ，方 知 向 何

行。走在“记者”这条道路上，
“它”激励我永葆一颗真诚的赤
子之心。随着新的媒体形式不
断涌现，媒体融合的脚步不断
加快，谁也不能准确预测未来
媒体将走向何方，但可以预见
的是，只要“报人”精神不灭，

《徐州矿工报》就将永远释放
“新”力量。

关上电脑，走出大楼，听
着窗外夜行的车流声，思索着
新一天的采访计划，细细推敲
每一个提问环节。作为《徐州
矿工报》的一名年轻记者，我
渐渐乐于每天行走在采写新
闻的路上。

与矿工报社结缘，最初是
在矿山东路 3 号的报社小院
里。小院藏在闹市中，与四周
繁华喧嚷的街市不同，院子里
总是静悄悄的。

当时我在二楼的报纸采
编部实习，时任《煤海副刊》
责任编辑陈颖老师就坐在我
对面。有一次，陈颖老师笑
着递来一张副刊版样，让我
试着校对。当我校对完字句
标点，兴冲冲去“交作业”时，
才发现陈颖老师只改了寥寥
几笔，就为散文注入了灵气、
提升了立意。我钦佩不已，
更坚定了向各位老师“学习
取经”的决心。

后来，徐矿集团总部搬到
钱塘路 7 号，矿工报社也从小
院搬到总部办公大楼。搬新
家后，大家共同定了一份“理
想”，按照“内聚力量、外树形
象”的定位，多报道广大职工
的事，要说职工群众听得懂的
话，多写一些“沾泥土”“带露

珠”“冒热气”的文章。
庚子年初，徐矿医护人员

白衣执甲逆风而行；盛夏时
节，铁轨沿线热浪滚滚，徐矿
机务人员有序作业；技能大赛
现场，奋进的信心写在一张张
笑脸上……在老师的带领下，
我深入基层采访，捕捉珍贵瞬
间，与一线人物交谈，也看到
听到他们身后的徐矿“江河”，
在奔流。

今 年 4 月 ，服 从 部 门 安
排，我接任了《煤海副刊》的责
任编辑。成为一名副刊编辑
对于我这样的年轻人来说，是
很大的激励。从“百花盛开”
的报社邮箱中挑选契合版面
定位的优质作品，或者逐字逐
句用键盘打出老通讯员亲自
送来的手稿，同时还要学会查
重、提防抄袭，在版面语言、文
字校对上下足功夫。

一次去张双楼矿采访时，
一名采煤机司机笑着说，“太棒
了，我登上报纸了，我得把图片
拍下来给家人发过去看看。”他
的认可，让我满心欢喜。

跬 步 至 千 里 ，小 流 成 江
海。扎根《徐州矿工报》这一小
小园地，我们无畏一切淬炼，因
为这是我们的理想之地，值得
我们不停脚步，一路向前。

感
恩
，青
春
有
您
…
…

■
程
茜

转眼间，在《徐州矿工报》工
作21个年头了，20多年来，在历
届领导和同事的关心支持帮助
下，我从一名普通的记者成长为
部门负责人，亲身亲历见证了报
纸做大做强做优的全过程，也见
证了徐矿近20年来转型发展蝶
变的每个精彩瞬间。

也许有缘，参加工作的第
一天，我从工区书记办公桌上
看到了一份带着油墨香的报
纸，一下子吸引了我，它就是

《徐州矿工报》。从此，读报成
为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
分。一年后，矿机关招聘工作
人员，我顺利通过招考，成为宣
传干事，也成了《徐州矿工报》
的通讯员。此后两年时间内，
在报社老主任耿家强等的悉心

帮助下，我学会了新闻写作，稿件常常见诸于
报端，高峰时，一张报纸上了4篇稿件。

1999年，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转变，那年，
通过考试考察，我正式成为一名《徐州矿工报》
新闻工作者。当学生时代的梦想、青年时代的
追求成为现实，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新
闻工作中，出差、采访、写稿、加班，不知疲倦。
期间，亲身参与了大黄山矿“1.11”事故等重大
新闻采访活动，这些采访让我熟悉了怎样做好
突发事件和重大赛事的新闻采访; 采写的《六
农民遭遇非法关押》等新闻稿件，让我掌握了
如何做好新闻舆论监督，推动和促进社会进
步。2003年3月，调至矿工报要闻部协助江峰
主任负责要闻部工作后，我先后参与了李克强
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和省部级领导干部到徐矿
调研的采访，不仅锻炼了我写好要闻稿件的能
力，而且锤炼了我快速成稿的写作效率；2013
年后，领导安排我负责记者部和采编部工作，
这期间，参与策划报道了徐矿集团各个时期重
大会议、重大活动的新闻报道，进一步提高了
我协同作战和新闻策划能力。

写带有温度、深度、高度的新闻！参加新
闻工作以来，沿着这一目标，我坚持走近职
工、深入基层：《徐矿集团职业病防治越来越
职业》《徐矿“矸”尽新生态》等100多篇反映徐
矿转型发展的新闻稿件，先后荣获中国企业
报、中国煤炭新闻奖、江苏省新闻奖等奖项，
也因此被中国企业报协会等评为优秀新闻工
作者和“十佳新闻工作者”；2015年，经江苏省
新闻专业人员高级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评
审，获得新闻高级职称主任记者资格。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今天，站在新的发展
起点，我和同事也将像所有前辈一样，继续以一
颗忠诚担当之心，见证和记录徐矿发展的点点
滴滴，讲好徐矿好故事，传播徐矿好声音！

前几日，听说媒体圈几个
离职的老友又回来上班了。
新闻人就是这样，兜兜转转
终究还是放不下。《徐州矿工
报》有位前辈临近退休，唯一
不舍的是兜里揣了几十年的
记者证。

“三十岁前，激情看世界，
冷静写文章；三十岁后，冷静
看世界，激情写文章。”入行
时老师的叮嘱言犹在耳。

那年，异地创业。凄风苦
雨深山里，新建宿舍楼一座，
不南不北。我问这楼怎么这
样奇怪，项目部经理沉吟良
久说，楼正对徐州的方向。

那年，凌晨 4 点。大黄山
矿 工 人 村 酸 腐 作 呕 的 公 厕
里，一位老人正徒手搬运秽
物。他已经坚持了 18 年，为
此还摔断过一根肋骨。他叫
吴立品，全国第六届人大代
表、百名感动中国的矿工之
一。

那年，一名普通矿工为“中国梦”代言。
他是飞人李海平，也是“感动中国的矿工”：
长期坚持马拉松，30 年相当于绕赤道 6 圈
半。报道引来湖南卫视摄制组，为他拍摄

“奔跑中国梦”的公益宣传片上星轮播。
那年，汶川地震。徐矿总医院作为省里

唯一一家企业医院接收 30 多名伤员。矿总
的大夫把一名学校被毁的贫困孩子留在徐
州上学，并默默资助三年。

今年，还是这群白大褂，冲在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的第一线。杜永亮义无反顾踏上
首批赴武汉的列车。

今年，交通阻断，张双楼矿普通工人沈
建忠 7 小时骑行 50 多公里上岗。他说一辈
子没缺过勤，快退休也要站好最后一班岗。

今年，“一带一路”孟巴项目部，吴兵红
听闻母亲去世，向 2800 公里外家的方向磕
下三个头，临风泪数行。徐矿 261 名工人连
续奋战近 9 个月，保障了孟加拉国能源“生
命线”，书写了中国荣耀。

这些时刻，我在，我们都在，记录，见证。
省长来视察，带着笔记本电脑在返程

途中写稿；一人负责一个版甚至两个版，扛
着相机，策划、采写、编辑、照相一个人全
包；零下 5℃蹲在门槛上和棚户区 90 多岁
的老工人拉家常，捧着老阿婆的粥，一声丫
头让人从头暖到脚。

读过的书，写过的字，走过的路，会逐渐
积累在气质里，变成永久的财富。“走过平
湖烟雨，岁月山河，那些历尽劫数，尝遍百
味的人，会更加生动而干净。”这一行，看尽
世间百态，苦乐离合，进而眼中有星辰，胸
中有大海。格局、品质、宽容，可游戏而守
底线，可温润而守风骨，这就是职业赋予的
财富。

这个季节不会春暖花开，
但我却想面向大海，因为记者
梦我做得太长久了，脚下坚实
的土地给了我力量。

2018 年 3 月，我实现了从
一名基层通讯员到专业记者的

“华丽转身”，成为《徐州矿工
报》的一名记者，有幸执笔集团
新闻稿件，见证徐矿历史时刻，
书写集团历史诗篇。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
章”，这是对记者职业内容的诠
释。我为自己肩负这样的使命
而自豪，但是与此同时，我更明
白，加入《徐州矿工报》这个优
秀的集体，作为新闻战线上的
一名新兵，我必须加倍努力，不
断学习，努力提升自己的业务
水平，方能完成这一神圣使命，

不负期望、不负重托。
在每一个累得站着都能睡着却还要揉着

眼睛继续写稿的夜晚，在前一天为赶稿到凌晨
第二天一早又得为当天稿件匆忙起身的早晨，
在好不容易入睡却被工作任务惊醒的午夜，自
己丝毫不敢懈怠，一直努力着，为了记者的光
荣，也为了光荣之后，脚步更加从容。

如今，我到报社已经两年多时间了，和同
事们一起见证了集团的转型重生路，记录了集
团高质量发展的日新月异，也感受着报社大有
可为的工作环境。古人有云：“躬逢其盛”，恰
如其分地表达了我们在这个幸运的时代，从容
前行的状态。

新闻宣传工作，如同一叶风帆，为集团的
发展鼓劲；如同一个号手，吹响奋进的号角。
做好集团新闻宣传，是我们的使命。我们用所
见、所闻、所思、所感，记录着企业发展的每一
个脚印。每一篇稿件、每一个画面、每一个镜
头，都书写着集团的光荣与梦想，都是我们为
集团发展呐喊助威的铿锵鼓声，都将成为永不
褪色的缤纷画面。

“三个标杆”“三大样本”，以及所有的集团
新闻活动，我们都参与了、经历了、见证了、记
录了。我们已经数不清多少次采访归来深夜
赶稿，多少次加班，为了一句话、一张图片、一
个创意，我们反复琢磨反复讨论。我们忙碌，
但是我们幸福，能为集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
份力量，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种自豪悄然萌生。

作为记者，在徐矿是幸运的、在徐州矿工
报社是幸运的。作为一份煤炭行业较有影响
力的报纸，从油印、铅印、胶印、彩印到今天，它
自始至终和徐州煤矿乃至全国的能源事业连
在一体。从1950年起，一张张报纸，记录和见
证了集团乃至煤矿行业辉煌、改革和转型的历
程，矿工报自身也成为了一部历史。我能够参
与进来，在风云激荡中，成就记者的职业价值、
人生价值，是何其有幸的事。

回望过去，祝福未来。我必将激荡团结奋
进的旋律，砥砺拼搏创新的精神，积蓄苦干实
干的能量，奏响属于记者的快乐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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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良师益友”
■李本领

“报人”精神释放“新”力量
■柳絮

“小园地”大文章
■丁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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