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大报道女记者 勇气照亮苦难

张泉灵 （中央电视台记者）

“雨雪冰冻、上珠峰、下

汶川……站在第一线，让我觉

得当记者的一辈子，就像别人

的几辈子，活得值也活得更明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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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文介绍的这些优秀女
记者，还有优雅、知性，为“女记者”
赋予更多时代含义与风貌的凤凰
卫视女记者吴小莉；有不再做新
闻现场看客，而做新闻道德践行
者、新闻良知坚守者的“中国最
美女记者”曹爱文；有为我们带
来最新鲜热辣的中国队征战2002
年世界杯“猛料”的足球女记者
李响……她们活跃在各条新闻战
线里，将记录和守望历史当成使
命，将“关键时刻我在场”作为
职责。

在新闻这样一个需要耐力
与勇气的行业里，女记者付出
了比男记者更多的艰辛与努力，
她们用手中的笔、话筒和镜头，
准确地把握和忠实地记录了我
们所处的时代和历史前进的方
向，用生命、情怀和智慧弘扬
社会正气，通达社情民意，为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构建
和谐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

如今，记者这个曾经充满神
秘感的职业，随着新媒体的发展，
已经越来越贴近人们的生活。民
众看到了记者们接触名人、行走
世界的光鲜，却很少看到一篇报
道背后记者的汗水与疲惫。最危

险职业排行榜、最不好嫁娶职业
排行榜……记者们是“榜榜有名”。
把黑夜当成白天，没有假日没有
休闲，90%的记者处于亚健康状态，
二十多岁的青春年华便倒在工作
岗位上的人越来越多。我们用“不
怕死”的精神来对抗透支生命的
伤痛，却在看到同行不再睁开的
双眼时难免唏嘘。而据中国记协
统计，自1998 年设立新闻工作者
维权委员会以来，受理的关于记
者受害的投诉就有四百多起，其
中包括很多非法拘禁和殴打记者
等恶性案件，记者权益受侵害事
件的发生呈逐年上升趋势。

尽管如此，我们依然相信，
真正的记者永不寂寞，也永远不
畏艰险。虽然最近有新快报记者
陈永洲事件等一些不和谐的事件
声音，但毕竟只是极少数。我们
依旧坚持与时代同行，我们的队
伍依旧风华正茂；而那些靓丽睿
智的女记者们，也将用她们的坚
强与美好，为读者们带来更多脍
炙人口的好报道。

记者是职业，更是理想。第
十四个记者节，这是我们的节日，
也是我们奋斗征途上一个新的里
程碑：为了梦想，昂首前进！

■编后

（上接 A05 版）

达则兼济天下

胡舒立（曾任《财经》杂志记者）

“一个人一辈子只能做好

一件事，我就干新闻吧。”

胡舒立被喻为“中国证券界最
危险的女人”，她扬名于对“基金
黑幕”等新闻的报道。这篇把矛
头直指中国几乎所有的基金管理公
司的文章，揭露了许多基金界的腐
败现象，直接触发了持续一年多的
股市大讨论和监管当局一系列严厉
措施的出台。

胡舒立最让人佩服的地方，是
她的果敢与坚定。为了能“在自己
喜欢的媒体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她创办了《财经》杂志，而后她坚

持做高质量的财经报道，可以说
从没有在原则问题上退缩过。胡
舒立个人所推崇的“新闻专业主义”
在她的《财经》杂志中也得到充分
的显示。从某种意义上说，胡舒立
可以说是财经新闻的开创者，她向
国内引入了“财经”这一新的门类
概念。她和她的《财经》杂志使本
来相当专业化的经济类新闻大众
化，并且直接引起了关注财经新闻
和创办财经媒体的热潮。 

为《财经》赢来“年度杰出国
际调查新闻奖”荣誉提名奖的是
SARS 系列报道。她最早进入疫区
实地报道，以及时、准确地披露
疫情和发出预警而奠定了地位。此
后的上海社保案、汶川大地震校
舍安全的追问、央视大火背后的腐
败，无论是贪官落马，还是“银广厦”
作假，胡舒立都带领着她的团队在
第一时间推出了“独到、独立、独
家”的报道；禽流感、汶川大地震、
猪流感，胡舒立也是毫不犹豫地第
一时间奔走在最危险的区域。这个

“危险女人”的一系列“危险报道”，
一以贯之的是如中国青年政治学

院新闻与传播系教授展江所概括的
“欧美新闻气质”。

健谈、好斗的胡舒立常让人
觉得她像一位“女教父”——一
个记者用手机和电话那边的胡舒
立聊选题聊了两个小时，直至记
者电话被烧坏；某记者从国外培
训回来，深夜到北京的家，行李
还没拆包，胡舒立的电话就打过
来，开始布置第二天的选题。

胡舒立曾说 ：“记者的天性，就
是探索和报道真相。”现在，她仍
然在自己坚持的道路上走着。

财经记者，他们的敏感处总与
中国资本市场的变动与经济的发展
趋势息息相连。要做一名优秀的财
经记者，不仅要有专业的积累，还
要有勤奋的精神、深度的思考和强
烈的社会责任感，努力成为报道领
域的“行家”、永远带着“问号”去
采访——一个好的记者不仅要能做
出好的报道，还应当能在他的报道
中折射出社会问题，引发人们的思
考。唯有如此，才于人有益，于社
会有益。

聆听法理的声音

徐滔（北京电视台记者）

   “做法律节目的标准，不是

悬疑，不是猎奇，不是暴力，

不是血腥，而是两个字 ：‘启

示’，给人在法律知识上的启

示，达到警世的目的。”

徐滔，是一名另类的“战地记
者”：她的采访地点虽不在战场，
却也充满硝烟——她长年工作在
政法战线上，屡屡随警作战，深入
险境与不法分子斗智斗勇。

2001 年 5 月 12 日， 一名歹徒
在北京西客站劫持人质后与警方对
峙。在万分危急的情况下，徐滔应

犯罪嫌疑人想和记者对话的要求
勇敢地上前与之谈判，在狙击手
的枪口与歹徒的尖刀、炸弹之间
镇定从容地与犯罪嫌疑人周旋了
9 个多小时。她沉着地稳定住对
方的情绪，近距离拍摄下爆炸物，
为警方制定解救方案提供重要依
据并争取了宝贵时间。她果断地
答应歹徒用自己替换人质的要求，
设法诱使歹徒跟自己一起喝下溶
有高效安眠药的饮料，并最终机
智地将歹徒引出死角，使之被埋
伏的特警当场生擒。

近年来，在北京发生的大案
现场都有徐滔的身影，她带着摄
制组跟踪报道了一个又一个惊心
动魄的案件侦破过程，有时还冒
着生命危险亲自上阵配合警方行
动，甚至单独跟踪抓捕犯罪嫌疑
人。源源不断的独家新闻都在社
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徐滔也成
为了全国最具影响力的记者之一。

1999 年，徐滔和同事们创办
了北京电视台的《法治进行时》日
播栏目，提出了“政 法新闻社会
化、社会新闻政法化”的崭新理
念，以百姓的视点分析报道社会

记者节，有些国家又称新闻
节、出版节。

前苏联的出版节是 5月5日。
1922年 3月俄共（布）第十一次
代表大会作出决议，以《真理报》
创刊日（5月5日）为全俄出版节。

韩国的新闻节是4月7日。
1896 年 4月7日，朝鲜医生徐弼博
士在汉城创办第一家民营报纸《独
立新闻》。为纪念这家民营报纸的
诞生，韩国建国后将4月7日这一

天定为韩国的新闻节。
1990 年前的匈牙利，其记

者节是 12月7日。这是为了纪念
1918 年的这一天诞生了匈牙利共
产党的第一家报纸《红色权利报》。

1980 年９月，秘鲁议会通过
法令，成立秘鲁记者学会，规定
所有专业新闻记者必须参加该会，
否则不能当记者。这项法令经总
统在当年10月1日签署颁布后生
效，这一天便被定为秘鲁记者节。

国外的记者节

记者节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就
有。从 1933 年到1949 年，每年
的 9月1日，新闻从业人员都举
行各种仪式纪念这一节日。2000
年 8月1日，国务院正式批复中
国记协，同意将11月8日确定为

中国“记者节”。从此，新中国的
新闻工作者有了自己的节日。

记者节和护士节、教师节一
样，是我国仅有的三个行业性节日
之一。按照国务院的规定，记者
节是一个不放假的工作节日。

不放假的节日——记者节

法治事件，向观众普及法律知识。
2006 年，徐滔和同事们又推出了

《法治进行时》免费法律咨询电
话和徐滔法律服务网，分别成为
全国最热的公益法律热线和咨询
法律问题量最大、回复速度最快
的网站。

徐滔曾说，当一个记者把自己
的利益与百姓的利益结合在一起的
时候，便会有选不完的角度。从家
长里短的民事纠纷到社会关注的大
案要案——政法记者将有关于法
律的种种新闻带到百姓眼前。他们
在一个个故事中揭露罪恶，也在案
件当事人的血与泪中发出了民主与
法治同行的时代呼声。

张泉灵素有“北大才女”之称，
她也是第十一届长江韬奋奖得主。
2008 年，她在“5·12”汶川大地
震 报 道中的 敏 锐、 果 敢、 专业、

忘我，折服了电视观众，被网民
评为“震区最美的战地记者”，李
长春同志称赞她为“广大新闻工
作者的优秀代表”。

回忆汶川大地震报道经历的
险情时，张泉灵曾感慨 ：“差一点
儿就会生死相隔。”在北川县入口
前的山脊公路转弯处，她发回了
第一段为期 4 分钟左右的现场报
道。紧接着又发回了有关绵阳避
难体育馆最新情况的第二段现场
报道。张泉灵回忆 ：“在漩口，我
们 16 个人挤在一个非常狭小的帐
篷里休息了一晚上，所有人都没
敢脱鞋，因为担心随时可能发生
余震。在返回都江堰的途中，报
道队伍刚经过一个非常狭窄的路
口，后面 500 米高的山突然全面
崩塌，如果稍慢一些，就可能是
生死相隔了。”“到达汶川比上珠
峰还难。上珠峰很多情况是可以
预计得到的，但去汶川，有太多
不可预料的因素。”

当有人问张泉灵面对这些险
情时，有没有感到恐惧、有没有
想过退却时，她说 ：“当初我选择
新闻记者这个职业时，我就想清
楚了这个职业必须接受和承担的
一切，它不仅仅是令人羡慕的见
多识广，不仅仅是经历光鲜荣耀的
场面，也包括必须面对危险、面
对困难，这是新闻工作者必须承
担的社会责任，也是必须要具备
的勇气和担当。”

面对巨大的灾害，自然界摧枯
拉朽的力量让人颤栗。但消息需要
传递，记者仍需前行。暴风雨中拴
绳现场报道台风灿都的女记者崔文
惠，雅安地震后来不及脱下婚纱便
拿起话筒的女记者陈莹……柔美与
坚定同在的女记者，她们将更多的
人文关怀带入到灾难报道中，让人
们同步感受到灾难带来的痛苦悲伤，
也能共同见证家园破碎后的大爱与
温情。

记者节知多少

财经女记者

政法女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