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佩玲：36 岁“跳槽”当记者，情系民生解民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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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豆腐问题关注到食品安全
少有人知道，曾荣获“湖南

省十佳新闻工作者”称号的周佩

玲，在工作之初，却是当地一家

医院的妇产科医生，这一呆就是

7 年。出于对家庭的责任和对文

字的热爱，直到 1994 年，她才“跳

槽”到益阳日报社。

“一开始是在报社资料室，工

作了6 年。”那时候，周佩玲的

工作日常是整理资料，收 发报

纸。可稍有空闲，她便进入“充

电”状态——研究不同稿件的文

体格式，查阅记者写稿的表述方

式，直到把方法“吃”透，又不

厌其烦地反复练笔。再往后，她

尝试独立采写，随着自己的名字

在报纸上“露脸”的次数越来越多，

她终于成为一名新闻工作者。

2000 年，周佩 玲在记者岗

位正式“转正”。这一年，她年

满 36 岁。

自打进采编部起，周佩玲

就没想过要“倚老卖老”，相反，

她感受更深的，却是忐忑。“我

是学医的，别人都是新闻科班

出身，就算是刚来报社的新记

者，理论知识、实践经验也都

比我足。”

为了尽快进入角色，周佩玲

付出的努力远超别人想象：白天，

她频频向“大小老师”请教写作

技巧，报道刊登后，她常比对自

己的原稿，从中找差距；到了晚

上，待将孩子哄睡后，她又开启

工作的“下半场”，一心打磨文稿。

那时候，每天忙到凌晨三四点已

是工作常态。

回首 21 年的新闻生涯，周

佩玲的“硬扎”报道数不胜数。

但最让她津津乐道的，是发生

在 2004 年的一件“小事”。

据周佩 玲回忆，当年 7 月，

她在当地农贸市场走访时，看

到散装豆腐销售过程很不卫生，

便觉得不对劲。“豆腐家家食用，

这样的豆腐能吃吗？”很快，她

意识到这是一件事关食品安全

的大事。

百姓的事，再小也是大事。

为此，周佩玲立即展开调查，两

天后，益阳日报社重头推出深

度调查报道《散装豆腐能放心

吃吗？》，一时间引起强烈反响，

但她的调查并未就此停止。

销售豆腐时，现场脏乱不堪，

豆腐加工过程又会是怎样的场

景？想到这，周佩玲又开始了长

达一周的暗访行动，在暗访了

20 多处豆腐加工场所后，再次

推出报道《豆腐加工场所卫生令

人忧》，揭露了一个长期以来被

主管部门忽视的食品卫生盲点。

周佩玲说，见报当天，当地

卫生监督部门迅速行动，并对

全市豆腐加工场所全面整治，一

举取缔 19 家无证经营作坊。此

后，《各方人士为放心豆腐进言

献策》《百姓呼唤品牌豆腐》等

7 篇报道连续刊发，引起了市委

市政府的高度重视，批示各职

能部门加强监管，并着手引进有

实力的企业整合资源，在中心城

区建起规模化、标准化的豆腐

加工场地，让百姓吃上放心豆腐。

做敢担当有情怀的“新闻人”
“勇于担当，敢于揭露假丑

恶。”这是周佩玲对民生记者的

深刻认知，这些年，她也一直用

行动在践行。

2005 年 8 月 的 一 个 晚 上，

周佩玲正值夜班，突然，一名旅

客来电反映，从火车站坐摩的去

亲戚家时，遭到车主抢劫。“火

车站每天有大量旅客进出，被

摩的宰客、抢劫的绝不止一个。”

想到这，周佩玲决定一探究竟。

次日晚，周佩玲提着行李包

假装从火车站出口走出。不远处

的车站广场，已然停了数辆“摩

的”。人还未走近，远处已传来

众多“摩的”师傅的吆喝声：“你

去哪里，先上车！”“坐我的车，

（收费）可以便宜点！”

“去桃花仑。”周佩玲操着一

口长沙话，随意坐上了一辆“摩

的”。

那时候，智能手机尚未流行，

更别说有手机地图导航。结果，

“摩的”师傅载着周佩玲绕城区

一大圈才把她送到目的地。一问

价格，“35 元”，比的士还贵几倍。

由于没有录音笔，又不便做

笔录，一次的体验采访是远远

“如果你拍出的照片不够好，那说明你离炮火还不够近。”这是
著名战地摄影记者罗伯特·卡帕说过的一句名言，也是黄宇在 29
年的新闻生涯中，一直坚持的原则。她深信，只有深入基层，心贴
心的采访，心与心的交流才能做出好新闻。

豁得出：始终奋斗新闻一线
2008 年 6 月 3 日， 古 城 岳

阳喜迎北京奥运圣火，岳阳电

台与中央电台、湖南电台联合

向全球直播奥运火炬在岳阳传

递的盛况，直播节目长达 8 小

时之久。其间，黄宇担任直播

文稿的撰写以及部分火炬手的

采访、火炬传递岳阳城区终点

站的直播连线任务。在直播文

稿的撰写过程中，她连续一个

星期每天晚上都要忙到深夜两

三点，和另一名同事一起克服

时间紧、任务重的压力，精心

黄宇：深入基层心贴心，一星期“跑”55 个乡镇

10 月 29 日晚 7 时许，益阳日报社。
窗外，华灯初上将冷冷的夜一点点照亮，室内，57 岁的周佩

玲却无暇顾及，心急火燎地吃了几口饭后，又一头扎进了文字
海洋里，赶着校稿。

身为报社民生新闻部主任的周佩玲，其实不用这么累，毕
竟，再过三年，她将正式退休。而在更早前，单位领导出于关心，
已将她的工作任务减轻不少。

只是，一旦闲下来，周佩玲就坐不住。“工作减负不减责，
做记者的，忙点挺好。”

50+ 的她

记  者  档  案

周佩玲，1964 年出生，主
任编辑。1994 年调入益阳日报
工作，先后担任晚报部主任，
专题专刊部主任、民生新闻部
主任。从事新闻工作20多年来，
先后有 30 多篇作品在省级以上
评选中获奖。2010 年获湖南省
第十届“十佳新闻工作者”称
号，2015 年获评湖南省先进工
作者（省级劳模）。

记  者  档  案

黄 宇，1970 年 出 生。 自
1992 年参加工作以来，先后在
岳阳市华容县广播电视台、岳阳
人民广播电台从事广播电视新闻
业务工作，现任岳阳人民广播电
台新闻部主任。她主创的广播新
闻作品有 2 篇在全国获奖，23
篇在全省获奖。获评第十四届湖
南省优秀新闻工作者。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叶佳琪

50+ 的她

策 划， 收 集 素 材， 谋 篇 布 局，

圆满完成了文稿的撰写重任。

岳阳电台的直播文稿受到中央

人民广播电台的高度评价。奥

运火炬岳阳传递直播节目《点

燃激情 传递梦想》当年获湖南

广播电视奖特别奖。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党

中央推进农业结构改革的一项

重要举措。2008 年，黄宇在岳

阳县新墙镇清水村采访时，得

知该村早在 7 年前就已开始实

行土地流转，调整产业结构适

度规模经营，走在了全省前列。

近年来更是以葡萄为主导产业，

发展高效农业，全村农民增产

增收，提前达到小康水平。之后，

她多次来到清水村走村入户调

查走访，采写出新闻专题《土

地流转，流出一片新天地》，该

作品获得 2008 年度湖南新闻奖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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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够的。

之后的几天，周佩玲又多次

乘坐“摩的”进行暗访。有次，

因急着套话，问的问题也多了起

来，这一度引起对方的警觉。“你

问这么多干嘛？你是干嘛的？”

好在有惊无险，最终，一篇题为

《单摩载客问题重重》的体验式

报道很快刊发，并促成了有关部

门对“摩的”“宰客”现象进行

彻底整治。

采访中，周佩玲也谈到了

对新闻采访的理解。“新闻采访

应该要体现人文情怀，要带着

对生命的敬畏、对弱者的同情、

对社会的关注、对道义的守望

去采访。”

曾经有一年夏天，周佩玲接

到读者打来的电话称，当地一位

80 岁的老人身患重病，被子女

遗弃长达两年多，家人每天送一

顿饭后就不闻不问。

得知情况后，周佩玲顾不上

午间吃饭，立即赶赴现场。只

是，那是一个老居民区，很难找，

加之举报人一时没联系上，她在

烈日下找了一个多小时，才在一

处地下场所发现老人。但现场的

一幕让她感到惊愕。

“光线很暗，空气里有股难

闻的异味，老人就躺在地上的

草席上，没有被子。”当天，周

佩玲通过向附近居民多方打听，

最终见到了老人的儿子。一番细

细交流后，她才知道老人有三儿

三女，但女儿都远嫁外地，儿子，

两个是下岗职工，一个在外打工，

家里条件都不好。

可在周佩玲看来，这些都不

是子女遗弃老人的理由。为此，

她于次日刊发了通讯报道《崽女

一群，八十老人无人管》，很快

引起强烈反响。最后，经市妇联、

市老龄委和辖区派出所及时干预

处理，老人重新回了家。

“随着传统媒体与新媒体技

术的融合发展，现在对记者完

成采访报道也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在融媒体时代，信息的传播

除了文字还有音频、视频。这就

要求传统纸媒记者在采访时要

学会灵活运用声音、画面等多种

形式，让自己的采访报道随着时

代发展作出及时、准确的转变。”

周佩玲坦言，相比于接受能力更

强的年轻记者，自己即便年龄不

占优，也不打算“服老”。

“反 正我还 会跟以前一样，

不摆架子、端正态度，虚心向年

轻记者请教学习，只有这样做，

哪怕步子迈得小一点，那也是在

前行的路上。”周佩玲说。

湖南女记者佳话
第22个记者节特别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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