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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潘桢，是湖南广播电视台广

播传媒中心新闻部的一名记者。今年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主动请缨，深

入湖北省黄冈市开展报道。

对比，父母都很支持我。

父亲说：“你是记者，应该传递消

息、记录时代；你是党员，更应该身

先士卒、冲锋在前。”

于是，我和几位同事一道，开启

了这趟特别的黄冈之行。

在那段日子里，我用镜头和采访

机记录下的那些充满勇气与坚持、温

情和泪水的故事，不仅深深震撼着我，

也感动了无数人。

我们启程前，湖南援鄂医疗队已

经离家一个多月。我想，能不能为他

们捎去亲人的礼物，也通过镜头把这

一幕传递给更多人，让这份温暖与力

量驱散疫情的阴霾？

这个策划得到了同事们的支持。

我们马不停蹄地联系了医疗队员

们的亲属，也收到了五花八门的礼

物——八十岁的外婆给孙子包的他最

爱的蛋黄肉粽；细心的妻子给丈夫捎

去的降压药和家里常年订阅的《国家

地理杂志》；还有好几封一笔一划写

就的家书……

到达黄冈，我们来不及休整，便

借着采访的由头一个一个敲开医疗

队队员的门，在他们毫无思想准备时，

送上了这些珍贵的礼物。

看着熟悉的笔迹，尝着心心念念

的味道，他们哭了，又笑了。我也跟

着哭了，也笑了。

我们记录下了这些真实而动人的

瞬间，并创作成系列短视频“惊喜的

盒子”发布到网络平台，收获了无数

网友的点赞。有网友留言说 ：“因为

有这些英勇的人，以及他们背后的

温柔力量，我们坚信，一定能很快

战胜疫情。”

是啊！看到这些留言，我感觉到

了报道的力量。

在黄冈，我们千方百计去记录、

传播这种力量。

因为人数限制，我们没带技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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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只有三名记者和一个司机，

这意味着我们每人都要身

兼数职。而我也从单纯的

记者变成了集统筹、采访、

后期制作、传输信号为一

体的“全能选手”。

在疫情一线，我许多

次穿梭在病房，许多次来

到重症监护室，也许多次走

进医学隔离点。我和我的同事，

总想着离“战疫”现场更近一点，

再近一点……

白天，当我穿上防护服、戴上护目镜的那一

刻，密不透风、呼吸困难、头昏脑胀，甚至惊心

动魄……这些复杂却又真实的感受扑面而来。可

我清楚，我必须克服内心的恐惧，才能更好地记

录这场“战疫”。

晚上，我还得对接当地电台，协调采访安排，

挑灯夜战写稿，有时候熬到凌晨。

辛苦吗？的确辛苦！但我的采访对象——医护

人员们需要面对的远远不止“辛苦”二字。

有一次，在从医院回驻地酒店的大巴上，我

突然发现护士们全都齐刷刷地站着。我知道，她

们很多人已经站了几个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了。

现在明明有空座，为什么不坐下休息一会儿？

我忍不住去拉她们，一边拉一边招呼，快坐，
快坐！

可护士们连连摆手，不坐下，也不说话。
后来， 一 个护士悄悄告 诉我， 她们不坐，

是因为担心已经穿了很久的尿不湿渗漏，弄脏
了座椅。

不仅仅是车上的这一幕，我还在黄冈拍下了

很多视频——这些医护人员在接班前用餐，往往

不喝一口汤，甚至不敢吃饱饭，因为不愿工作时

去上厕所；他们给家里报平安前，总要清清嗓子、

缓和语气，这才开始拨打电话，因为不愿传递沉

重……

越是艰难的时期，新闻媒体传送的每一个关

于爱的瞬间，就越让人感怀和铭记。

我和我的同事穿梭在医院，采访了很多医疗

队员。在这个叫“抗疫一线声音日记”的栏目里，

就装着无数的柔情和爱意。

我特别记得，当采访医疗队员曾光时，他刚

一开口，就哽咽了。

那天，他做了一个看似冲动的决定：一名病

情危重的八旬老太太被推进病房时，女儿怎么也

不忍离去，在病房外苦苦哀求，希望能留下来照

顾妈妈。可是为了避免感染，当时严禁医护人员

以外的人接触病人。

曾光一把扶起正要下跪的家属时，突然想起

了自己的老母亲。

法理不外乎人情啊！他扛住压力，向组织申请

允许家属进入病房照料老人，并主动担责。因为他

明白，这很可能是这对母女相伴的最后几天……

我把这个故事做成了短视频，发布到抖音平

台，短短几个小时就获得 547万次播放、62 万

次点赞。这让我意识到，好的新闻报道就是“同

理心”。

在黄冈，我们深入疫情“红区”隔离病房、

医学观察点最前线，捕捉救治生动细

节，完成现场连线、日常报道、深

度报道、短视频拍摄等 135 条，

总时长近 460 分钟，多时段、全

媒体持续不断向湖南、黄冈两地

民众传递疫情一手信息。

在医疗队撤离湖北的前一天

晚上，我们克服直播技术、网络、

人员等重重阻力，与黄冈电台联合

推出特别大直播——《再见，

黄冈》。

节目中，我们把队员代表

请到直播间，这些在抗疫一

线九死不悔的“刀锋战士”通

过电波与家人连线时，却纷纷

泪湿衣襟。110万名网友同步观看

的直播间留言板上，10000 多条留言饱含大家的

万千不舍，他们用最深的敬意，向英雄致谢。

看着网友们的留言，我再也忍不住了，泪水

哗啦啦流下来。

是啊！我为自己是一名记者感到无比自豪、无

比欣慰。看着无数留言，我相信这些直抵人心的

报道，真真切切地为民众增强了抗疫的信心。

如今，我对新闻报道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我

仍旧每天拿着采访机奔波在新闻一线。因为我知

道，记录伟大时代，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奋发声音，

才能不负新闻人的职责和使命！

“将英雄的故事变成直抵人心的报道，为民众增强抗疫的信心。”

湖南广播电视台
广播传媒中心新闻部记者 潘桢  

在黄冈采访湖南援鄂医疗队队员，潘桢
收获了很多感动。

扫一扫，分享“新闻战士”故事

穿上隔离服，戴
上护目镜，奔波
在抗疫一线的潘
桢成为了“新闻
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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