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小飞：停电不休刊，做老百姓喜欢看的报道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欧阳婷

刘小飞，1976 年出生，郴
州日报记者、编辑。2016 年
被评为“湖南省优秀新闻工作
者”。

暴雨中的电话口述发稿
1999 年，从湘潭大学中文

系汉语言文学（新闻）专业毕

业后，刘小飞来到了曾经实习

过的郴州日报社，“就这样与新

闻结下了缘分”。

刚进入郴州日报社，刘小飞

就被社领导安排到了周末编辑

部，负责周末报刊版面的编辑。

秉承着“干一行，爱一行”的

她为了学习如何成为一名合格

的编辑，订阅了很多报刊，“那

个时候光是用来学习的报刊一

个月都能积累厚厚一摞”。每当

在其他报刊上看到好的题材和

策划，她都会剪下来。

2006 年，刘小飞向领导主

动请缨，到了时政要闻部。

不久，郴州市受台风天气影

响，迎来特大暴雨，发生了洪灾。

7 月 15 日当天早上，刘小飞就

接到了领导的电话，要跟随时

周月桂：热爱每一个新闻现场，做“匠人记者”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彭敏

周月桂，湖南日报经济
频道副总监，关注三湘大地
上的人和事，热爱自然，关
心草木虫鱼。

现场一：四次走进十八洞村
精准扶贫，给这个时代带来

最激动人心的山乡巨变。

2018 年 11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十八洞村提出精准扶贫理念五

周年之际，周月桂来到十八洞村

呆了整整一周时间，走进十八洞

村梨子寨每一户村民家中，甚至

手绘了全寨每家每户的地图，真

切感受每一位村民的欣喜与忧

虑。最终，她写出《暖村·生长》，

这篇报告文学获 2018 年度湖南

新闻奖副刊作品一等奖。

2019 年 11 月，周月桂再次

走入十八洞村，经过深入采访后，

她写出《十八洞村脱贫之后的日

子》，聚焦“后脱贫时代”的十八

洞村新生活里那些激动人心的故

事，获 2019 年度湖南新闻奖二

等奖。

2020 年 3月，周月桂再度探

访十八洞村，写作了深度报道《十

八洞的早春二月》，展示了疫情

过后在春天复工复产的十八洞村

里一个个美好的故事。

2021年 2月25日，十八洞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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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迪：从笔杆子到长镜头，让世界变得更好一点
今日女报 / 凤网见习记者 朱泓江

肖迪 , 湘声报社采编中心
主任，2016 年获得全省政协
宣传工作成绩突出个人，多
次获湖南新闻奖。

让世界变得更好一点
今年是肖迪从业的第 20 年，

24 岁时她考入湘声报社，成为

了一名记者。

回忆起那个年代，肖迪难以

压抑心中的自豪感。尤其是那

次“三湘环保世纪行”的专题

报道，那时她刚刚从业一年左

右，负责调查一起有关铁矿冶

炼污染环境的事件。

当时的黄兴镇和现在的现

代化工业园区完全不同，随意

排放的企业无人监管，对水源

的污染已成顽疾。到了目的地，

眼看表面上就是黄红色土丘，

与别处无二，而当村民拿起锄

头把覆盖的泥土翻开时，眼前

一幕令肖迪震惊——黑色工业

废弃排放物就完全裸露在肖迪

眼前。

“为什么没解决？干部是不

是不作为？发生这样的事，怎

么对老百姓交代？”在针对此

事的政府座谈会上，肖迪头一

个举起手接连发问。

采访后的第二天，《湘声报》

头版头条刊登了这篇稿件，并引

发多家媒体进行了联动报道。之

后，工业排放引发的环境问题在

媒体监督和当地相关部门的努力

下，得到了解决，这是肖迪现在

想起都十分激动的事情，“这就

是记者存在的意义，是真的可以

让世界变得更好一点”。

媒体“老兵”的新挑战
作为一名从业 20 年的媒体

“老兵”，肖迪也在见证新旧交替，

传统媒体的整体转型，这对她

而言，也是不小的挑战。

面对冲击，传统的“纸媒人”

也在变。2019 年，湘声报社推

出一档视频类节目《政协记忆》，

灵动的镜头语言需求，让长期

手握笔杆子的纸媒记者们犯了

难，肖迪也在考虑这个问题。报

社组织了大量的视频学习课程、

视频技术培训，不少记者还自

己在网上购买后期课程。

《政协记忆》一共推出了11

期，记录了见证湖南政协发展的

各位老人，让肖迪感触最深的，

就是对袁隆平院士与阳忠恕老

先生的拍摄。

2021 年，随着袁老和阳老

逝世，这些节目成为了他们留

给世界的难忘影像。《政协记

忆》获得了很多奖项，但是让

肖迪最为感动的是，镜头里记

录下的那些建设共和国的老人

们的珍贵回忆。“以前说记者是

杂家，现在可能要求记者更全

能一点。”肖迪认为，现在对全

媒体记者的要求更高，更全能。

视频技能、新媒体运营等种种

新思维都需要，这都给记者带

来了挑战，年轻记者一定要去

到一线摸爬滚打，才能更好地

理解这份工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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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的晚班熬白了头发，熬掉了头发。”10 月 27 日，作为
郴州市苏仙区人大代表的刘小飞正在参加郴州市苏仙区人大代表
会议，她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这句话是对她过去 14 年夜班
生涯的总结之一。从 1999 年至今，刘小飞已经在郴州日报社的新
闻一线岗位上工作了 22 年，从一名懵懂无知的学生成长为精通业
务的骨干，但她依旧记得自己心中的理想 ：“为民服务，做老百姓
喜欢看的报纸，为老百姓鼓与呼。”

任市长戴道晋前往郴州受灾最

严重的资兴市白廊乡、宜章县

赤石乡白清村和三合村采访。

“到了白廊乡，已经是一片

汪洋，我们是坐船进去的。”不

仅如此，白廊乡还发生了泥石

流。而等到了宜章县赤石乡，

雨水造成山体滑坡，阻挡了车

子的前进，大家只能下来徒步

前往。暴雨导致了移动通讯的

中断，为了将稿件及时传回报

社，刘小飞就守在乡政府的固

定电话前，等电话稍微空闲下

来，她就通过口述，将稿件陆

陆续续传回了报社。

15 年的夜班青春无悔
“晚班编辑深夜 1 点下班算

是早的了。”从 2006 年 1 月一

直到 2020 年 12 月，刘小飞在

晚班编辑的岗位上工作了15年，

“平均一年下来，有 200 多天在

值晚班”。

2008 年 冰 灾 期 间， 刘 小

飞和同事们一起创造了“停电

不休刊”的纪录，这也让她在

2016 年被评为“湖南省优秀新

闻工作者”，她编采的稿件多次

获得湖南省新闻奖一等奖。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最严

重的时候，刘小飞坚守在工作

岗位一线，这一年，她也成为

了中共预备党员。

在新闻工作岗位上已经工作

了22 年的刘小飞，心中依旧存

着自己当初入行时的理想：“要

做老百姓喜欢看的报道，为老百

姓鼓与呼，多写有分量的稿件。”

40+ 的她

宁静的夜晚，黑魆魆的大山，偶尔传来一两声犬吠。夜宿农家，
次日凌晨跟着农民上山，湖南日报记者周月桂心里想的就是不要错
过那些动人的细节，那灯下低头折叠纸盒的身影，那清晨从草尖上
碰落的露珠，那正午阳光下劳作的身体发出微酸的汗味……

这是周月桂无数次采访中一个现场。20 年新闻记者生涯，正
是这一个个现场，诠释着她对于这一职业的理解和热情。

荣获“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荣誉

称号。周月桂第四次探访十八洞

村，记录这一激动人心时刻里沸

腾的苗寨，采写了《一瞬越千年》。

现场二：一次次登上省内海
拔 2000 米以上的高山

山水形胜，万物有灵，走读

湖湘，总有写不完的感触。

从 2016 年至今，周月桂坚

持写作《湖湘自然笔记》专栏，

关注湖湘大地的生物多样性与

生态问题。这些作品传递了深

切的人文关怀与生态理念。

这个专栏不仅关注濒危珍稀

物种的现状，更关注普通本土

动植物的命运，让人们关注到

古树、两栖动物等的困境，传

递了“人的存在不是孤立的，

它有赖于其他生命和整个世界

的和谐”的声音，产生了较大

的社会影响。

现场三：走进每个采访对象
的内心

在“短平快”的时代，周月

桂甘做一个手工“匠人”。

采写 2015 年度湖南新闻奖

新闻名专栏《青春 8090》的开

篇作《当家花旦二十三》时，

周月桂先后三次进行现场采访，

跟他们一起排练，一起吃盒饭，

听他们的梦想和委屈。

在这个过程中，她真正走入

了采访对象的生活和内心，采

集的素材都可以做一个整版了，

最终却删繁就简成为 1000 字。

这样的现场还有很多很多。

她说：“奔赴现场是记者的天职，

我热爱每一个新闻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