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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 / 杨静 整理 / 谭里和

送给娄底人民最好的新年礼物

2002 年，我考上大学，把母亲“学个师

范专业，以后好找工作”的温馨提示自动屏

蔽，执拗地选择了新闻专业。毕业后，正式

成为了一名记者，摸爬滚打至今，一晃已经

15 年了。

记忆 非常 深 刻的是 2018 年 2 月 14 日，

是西方的情人节，也是农历腊月二十九，因

为老公要留在娄底涟源加班，由我一个人带

着两个孩子回湘西过年。正准备启程时，央

视突然发来通知，想约一条展现娄底脱贫

攻坚成效的稿件在春节期间播出。作为前期

采访了大量脱贫攻坚新闻的记者，组稿任务

自然落到了我的身上。

孩子大的才几岁，小的才一岁，我们请

的保姆已经安排回家过年。但赶稿任务犹如

军令，我一手牵着大的，一手抱着小的来到

办公室，哄孩子在办公室睡下后开始赶稿子。

为了能按时完成工作，又确保小孩子的安全，

我只好把一岁一个多月刚蹒跚学步的小女儿

兜进小背篓里，背着孩子写稿。

2 月 27、28 日，《湖南娄底：人穷志不

穷 脱贫靠自身》一稿先后在央视一套《新闻

联播》《湖南新闻联播》播出，成为送给娄

底人民最好的新年礼物。

 

娄底新闻史上的第一次

2020 年 3 月，新冠肺炎疫情形势稍有

好转，我就围绕“复工复产”主题策划了记

者走基层系列报道《垄上春行》，传递“没有

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的正能量。

我记得在《在“醉”美锁石邂逅你》一

稿中，我们原本是冲着油菜花的赏心悦目

去的，想从油菜花节的筹备入手写稿，但

是当年的油菜花节却因为疫情取消了，所

以我们临时转向，以一首原创歌曲《在“醉”

美锁石邂逅你》为切入点，反而显得更加

生动；去新化温塘王家村之前，我们听说

村里在打造“车田江畔综合性农业观光旅

游新地标”，想以项目建设为切入点，但是

到现场一看项目还才刚刚起步，但言谈间感

觉村主任王世民在村级发展上是很用心的，

并且情感真挚，所以我们临时决定以他的讲

述为线来串连全文，效果也很好……

而这些一刹那间的灵感和细节，正好就

成为了我们每篇报道与众不同的灵魂。做记

者 15 年，我始终坚信一条，一个好的故事

只有先打动了自己，报道才能去打动更多的

人。《垄上春行》系列报道播出后，获得媒

体同行和观众的认可，社会反响热烈。新华

社、央视、卫视等媒体也陆续报道了他们的

创业、奋斗事迹，社会反响良好。在刚公示

的第 31 届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中，《垄上春

行》获得“中国新闻奖”三等奖，这在娄底

新闻史上是第一次。

我把每一次采访都当作是学习和修行，

带着最纯粹的心，去做有烟火气息的新闻。

写稿上瘾，满足感无可替代
 

“11 年前，我曾一个人坐在电脑前，一边

写稿一边哭。”廖洁说，大部分刚入职的记

者或多或少经历过这样的磨炼，包里永远

都是电脑、相机、录音笔等工具，不是行色

匆匆地走在采访路上，就是争分夺秒地在键

盘上敲打。

2010 年，入职红网大半年的廖洁，出差

成了常态，有时一个月在长沙待不到一周。

一次出差结束后，廖洁患上了急性肠胃炎，

喝水也吐，虚弱无力，在床上躺了一个星期

起不来。可当她接到催稿电话，又立马打起

了精神，咬牙爬起来熬夜写，“熬夜是我们

的常态，新闻不都是‘熬’出来的精华嘛”。

很多时候，除了大型活动会派摄影记者

之外，廖洁都是一个人在前方，认真听会，

仔细观察、记录，整理录音、拍照、写稿，

这也是网络媒体记者的常态。

“写稿是件上瘾的事，每次写完一篇自己

比较满意的报道，夜再深，人都会兴奋起来，

那种精神上的满足感是做其他事情无法替代

的。”廖洁笑着说。

 

“八月”和她的后援团
 

入职红网一年后，廖洁开始做重要时政

报道，要求更高、任务更重，要经常思考如

何将时政报道做出特色，更好地传递给受众。

“尽力从硬邦邦、冷冰冰的文字中挖掘出沾

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内容，用大众看得

懂的语言、用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方式呈现，

这样的报道才会入耳、入眼，更入脑、入心。”

廖洁分享道。

2020 年 2 月初，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

之时，一场医疗专家座谈在省委常委会议室

举行。会后，廖洁策划了报道《独家 | 湖南

最强医疗专家组队把脉疫情进展》，从公众

最为关心的十个问题切入，分门别类，用专

家在现场座谈时的发言作为回应，在谣言四

起、公众恐慌不安之际，通过权威、专业、

科学的声音帮助大家看清事实真相，树立战

“疫”信心，成为刷屏爆款。

廖洁认为，一个好的新闻作品，往往源

于团队的力量，比如上述报道，就是廖洁与

其他两名同事连夜整理录音后撰写而成。

红网编辑中心还专门组建了一个 QQ 群，

取名“八月后援团”——“八月”是廖洁的网名，

群里汇集了编辑、记者、美编等不同岗位的

高手。“一遇到重大活动报道，‘八月后援团’

立即开始行动。我在前方采访、拍摄、传回

素材，后方组稿、剪辑、深加工。后方的各

路高手 24 小时轮值，随时响应。”廖洁说。

廖洁：写稿子很“上瘾”，好新闻“熬”出来

30+ 的她

记  者  档  案

杨静，娄底市广播电视台
综合频道副总监，《娄底新闻
联播》制片人。用背篓背着
女儿写稿的记者。自荐作品
获第三十一届中国新闻奖三
等奖，是娄底新闻史上第一
次。

记  者  档  案

廖洁，湖南红网新媒体集
团采访中心副主任，2010 年
4 月进入原红网采访部。曾获
得“第十五届湖南省优秀新
闻工作者”“湖湘青年英才”
等称号，近日又被增补为省
青联第十一届委员会委员。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郭玲

30+ 的她

今年是尹正艳入行的第 10 个年头，她早

已经习惯没有节假日，不分昼夜地投入到新

闻工作中。尽管曾经因为采访，她离死亡那

么近，但依旧从无畏惧，更不曾动摇。

 

惊魂一夜，她成了“最可爱记者”

凌晨，尹正艳正在昏暗的灯光下对着摄

像机进行口播。就在这时，一辆大货车驶来，

另一辆急于超车的面包车也突然失去控制，

径直从尹正艳背后冲来。飞驰而过的汽车将

她和同事撞飞，当场陷入昏迷状态。事后，

据交警现场勘测，尹正艳被撞飞 10.07 米。

2012 年 6 月 7 日，尹正艳和同事欧东阳

采访全市道路机械化作业培训会议。会议结

束后，株洲市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局的同志

一番好意地劝说 ：“我知道你们很忙，拍了会

议情况，再调点资料镜头就可以出稿子了。”

可一心想要反映一线环卫工人实际工作情况

的尹正艳婉拒了对方的好意，坚持上路继续

拍摄，只是当时她不知道，危险正在不远处

等着。

当天 23 点，尹正艳和同事如约来到天元

区株洲大道开展采访作业。结束之后，他们

又随环卫清洗车来到珠江北路拍镜头。她如

往常一样出现在镜头前，开始进行现场解说。

就在这时，一辆急于超车的面包车将她撞飞

……入院手术后一年半，小腿多处骨折的尹

正艳才逐渐恢复正常行走。

尹正艳和同事欧东阳因工负伤的消息传

出后，引起了各级领导和广大市民的广泛关

注。人们争相将“最可爱记者”“英雄记者”“80

后的新楷模”等等称号，送给两位记者。

 

以视频之名，向英雄致敬

2019 年 7 月初，受强降雨影响，湘江株

洲段一度逼近历史最高水位，株洲城乡频频

告急，紧急打响了一场全民参与的抗洪救灾

保卫战。危急时刻，株洲市各媒体记者，分

赴各县市区抗洪救灾最前线。

2019 年 7 月 9 日，刚做完心脏手术的社

区书记张清月倒在了抗洪一线。当尹正艳获

知这条信息后，被张清月的事迹深深感动，

立即决定调整报道方向，聚焦这位“抗洪勇

士”，并第一时间组织策划推出原创视频报

道《致敬张清月》。同年，该视频获评 2019

年度湖南新闻奖、2019 年度湖南广播电视奖。

尹正艳：曾在采访中被车撞飞10米，但从无畏惧
记  者  档  案

尹 正 艳，1989 年 出 生。
2011 年进入株洲市广播电视
台工作，曾获第十一届“湖
南省优秀新闻工作者”。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刘浩

30+ 的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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