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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闻之路上求索
———我的业务自传(代序)

1971年4月,我来到湖南人民广播电台从事新闻工

作,至今20年有余。20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仅仅

是短暂的一瞬,但对于我却是极为重要的年华。回首20
年,没有辉煌的成就,没有惊人的业绩。但我切切实实

在自己的本职工作岗位上认真努力地工作着,在新闻业

务上不停地学习着、实践着、探索着。岁月和劳作,使我

熟悉了新闻工作,更使我深深地爱上了广播新闻事业,
并将矢志不移,奉献出自己毕生的精力和全部的热情。

当新闻记者是我中学时期曾经有过的梦,可又完全

出于偶然。读高中的时候因受当过记者的班主任老师

的影响,我想过要追随他走过的足迹,当一名令人羡慕

的记者。可是毕业时,学校却指名要我报考军事院校,
于是便进了军医大学。1971年2月我成了一名“复员

兵”,这年4月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被招到了省电台。经

过一番曲折实现了中学时期的梦想,我既感兴奋激动,



又感紧张茫然,因为新闻对于我毕竟是那样的陌生。半路出家,先
天不足,要尽快地适应工作,唯一的办法就是学习。庆幸的是那时

尚且年轻,又没有家室的拖累,有的是精力和时间。我就一方面向

书本学习,一方面拜内行为老师,并在新闻工作的实践中努力学习

探索新闻的基本功。我从“新闻入门”读起,到文、史、哲、马、列、毛
泽东著作,广泛涉猎,以打下文学的功底和提高政治理论水平。

同时,我仔细研读台内老编辑和台外名家的作品,博采众长、为
我所用。20世纪70年代初期,各种大型政治活动、重要会议较多,
每次报道我都争取参加。这些重大活动和重要会议的报道往往时

效性强,当天采写,当天就要播出,而且大多是发录音新闻,这对提

高我的快速采访写作和采制录音报道的能力提供了很好的实践

机会。
为了锻炼提高自己,我争取多到基层去采访,去练笔。我比较

喜欢写通讯,领导也常常把采访典型的任务交给我。1975年,台里

决定恢复因为“文化大革命”停办的名牌节目《湖南各地》,台领导把

这一节目恢复播出的开篇采访任务交给我,要我写一个反映韶山人

精神风貌的稿子。当时领导交代,《湖南各地》节目恢复后,要在全

省重新打响,第一篇稿件一定要写好。我到韶山采访了近一个星

期,有几晚还住到韶山的干部、群众家里,同他们促膝交谈。通过深

入采访、精心构思,我写出了长篇配乐通讯《春风吹绿韶山村》,在新

恢复的《湖南各地》节目首次播出,很快收到了许多听众的来信。长

沙县一个中学语文教研组的老师听了广播以后,认为文字优美,写
信索要播出稿件。领导也赞扬我为《湖南各地》节目“打响了第一

炮”。

1977年9月是毛主席逝世一周年,省电台决定采写一批歌颂毛

主席伟大功绩的稿件,要我带领另外两名同志(其中一位是播音员)
沿着毛主席当年秋收起义走过的道路采写一篇纪念文章。我们从

文家市到井冈山,行程一千多里,沿途采访,后来由我执笔写成了长

篇通讯《光辉的道路———从文家市到井冈山》,全文五千余字。在事

2◇ 新闻路上



后总结时,编辑部领导认为《光辉的道路》这篇通讯是当时台里组织

的同类稿件中较为出色的一篇,并在编辑部业务学习会上作了讲

评,宣读了其中比较精彩的段落。

1980年10月,电台派我到湖南省边远地区零陵当记者。我非

常珍惜这次锻炼提高的机会,尽量多到工厂、农村等基层单位采访,
广泛接触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学习人民群众的优良品德,丰富自

己的知识和阅历,锻炼提高新闻敏感和新闻写作技巧。在七个多月

的时间里,我跑遍了零陵地区的所有县、市,高高的双牌岭、层峦叠

嶂的江华瑶山、秀丽富饶的江永桃川都留下了我的足迹。山区人民

朴实的感情和建设四化的激情不仅教育了我,而且激起了我采访报

道他们的欲望。七个来月,我采写了通讯、消息、评论、内参等多种

形式的稿件72篇,被台里采用的有65篇,是当时发稿较多的记者之

一。其中还有《共产党员周长积能上能下》、《廻龙圩农场降低生产

成本》等八篇稿件被《湖南日报》采用,采写的“内参”《零陵地区乱砍

滥伐严重》引起了省有关部门的重视。1981年3月29日,零陵地区

遭受百年未遇的龙卷风和冰雹的袭击,我立即深入现场采访,向台

里发回《飓风冰雹袭击零陵,群众奋起抗灾救灾》的消息。这是当时

台里提倡抓“活鱼”的第一条“活鱼”。为此编辑部专门发出通报,对
我进行了表扬。

从1971年到电台当记者以来,我除了编稿以外,笔耕不辍,就
是在当上“小官”以后也没有放弃写作。我经常保持对自己的一点

压力,感到脑不能懒、腿不能懒、手不能懒。20年来,采写的消息、通
讯、录音报道、评论等有500多篇,100多万字,其中较大型的通讯、
专稿40多篇,20多万字,有人物通讯、事件通讯、地貌通讯等。这些

通讯除在本台播出以外,有10多篇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

广播电台、外省电台和省内报刊采用,有的还被收入公开出版的书

籍。如我采写的《洞庭明珠更璀璨———访古城岳阳》被收入《长江

行》一书;《小镇春秋———访攸县酒埠江镇》被收入《湘赣边界纪行》
一书;《绿遍青山情未了———记省林科所副研究员陈佛寿》被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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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农业功臣传》一书;《为了明天更幸福》被收入《国策的光辉》一
书;《农村返贫现象探源及其对策》被收入《收获与探索》一书。我写

作的这些通讯、专稿,说不上篇篇都好,但也有自认的“精品力作”。

1989年我带领部里的一名新同志到我的家乡祁东,采写了一个名叫

邓承东的残疾军人绿化荒山的长篇通讯《一个无脚人的足迹》,播出

以后不仅收到许多听众来信,还受到省委领导同志的肯定和赞扬。
当时主管宣传的省委副书记刘正在汽车上收听了这篇通讯,认为稿

件写得感人,回到长沙便叫秘书打电话,要我们把稿件和录音带送

去,并在省文联正在举办的全省作家、艺术家读书班上播放,以推广

省电台正面宣传的做法。这篇通讯被评为全省广播优秀节目一等

奖,全国广播优秀节目专稿三等奖,全国文联、林业部等十部委联合

举办的报告文学大赛奖。我采写的介绍我台情况的通讯《电波传遍

芙蓉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播出以后,引起了外国听众的浓厚

兴趣。
以前,我写的评论,特别是杂文式的评论不多。最近几年,我有

意识地加强评论的写作。近两三年,我写的《今日论坛》、《星期天漫

谈》有20多篇(不包括短评、编后话),是本台编辑记者中写作这类

评论较多的一个。台里专搞评论的同志认为我写的评论大多立意

清晰、观点明确、逻辑性也比较强。我撰写的《让送礼者都吃“闭门

羹”》、《管一管嘴巴》、《不可凡事都搞逆向思维》、《关于“大树·鸟

巢·鸡蛋”的联想》、《小官也要讲清廉》等播出以后,听众反映题目

不错,内容也较切中时弊。

1979年3月,我被任命为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党政报道组副组

长,从那时起一直担任一些报道组、部的负责人。我感到,组织给自

己加了压,责任更重了。作为一个报道组、部的负责人除了自己写

稿、编稿以外,更重要的是要组织好报道,能够为本组、本部的编辑

记者搞好报道想路子、出点子,把分管的报道搞得有声有色。为了

不负组织的重托,我努力提高自己组织报道的能力和政策理论水

平。1980年2月至1982年7月,我主持工交财贸报道组工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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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财贸报道不仅政策性强,而且专业性也很强。为了搞好这方面的

报道,我一方面加强对全省工交财贸基本情况的了解,一方面加强

对具体政策和问题的研究和探索,以提高报道的针对性。能源问题

是制约湖南省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的问题,我从采访调查研究中感

到,要解决湖南省的能源问题必须走开发和节约并重的路子。在组

里,我组织编辑记者采编了大量这方面的稿件,形成开发能源、节约

能源的舆论。我还把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写成一篇专文《节约能

源势在必行》,以“管功”的笔名在当时的省委理论刊物《新湘评论》
(1980年第9期)上刊登,引起了省有关部门的肯定和重视。早在20
世纪80年代,我就提出节约能源的问题,并在新闻媒体和理论刊物

上大声呼唤,说明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比较早的。我主持工交财贸

组新闻报道期间,全组编发的头条要闻是各报道组中较多的一个。

1984年2月起,我任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群工部主任,负责《听众

信箱》节目的编审工作。为了把《听众信箱》节目真正办成“听众自

己的节目”,我组织编辑记者把脚迈到群众中去,把话筒伸到群众中

去,反映群众的呼声、意见和要求,做群众的代言人。我负责编审

《听众信箱》节目一年多时间,是这个节目办得较为活跃和较有影响

的时期。

1988年7月,省广播电台对机构进行了重大调整,撤销了原来

按行业分工的各报道部,成立了负责全台新闻报道的新闻部,并任

命我为新闻部主任。重任在肩,我接任这副担子后考虑的第一问题

就是:在电视崛起、新闻媒介之间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如何扩大广播

的影响? 总结多年来办广播的经验,我认为有两条非常重要:一是

要使广播走向社会,增加广播的参与性;二是要搞有影响的重头报

道。从这一认识出发,我在担任新闻部主任两年左右的时间里,在
新闻节目中陆续开辟了一批有较大影响的专题栏目,对一些重大问

题进行了集中专题报道。这些栏目主要有《三湘英模谱》、《为了农

业大发展》、《庆祝建国四十周年》、《走向九十年代》、《三湘党建》、
《雷锋在我们中间》等。其中,《三湘英模谱》集中地介绍了我省各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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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线70多位劳模的事迹,历时近半年。这样集中系统地宣传劳模,
在省电台还是第一次,对推动全省两个文明建设产生了一定的影

响。事实证明,实行重大问题报道专题化、典型报道系列化,是发挥

广播特点、扩大广播影响、提高广播宣传的社会效益的一种行之有

效的方法。
从1986年起,我两度担任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总编室主任。总

编室是台领导指挥全台宣传业务的参谋部,也是全台宣传业务管理

的职能部门,还担负着全台新闻节目的播出工作,负有协助台领导

把握舆论导向、掌握宣传口径等重任,这对我无疑要求更高了。我

想自己能力有限,但责任心一定要强。为了协助台领导把握好正确

的舆论导向,堵住各种政治和事实差错,我始终以“如临深渊,如履

薄冰”的姿态工作,同时要求部里的同志“听招呼,守纪律,讲党性”,
严格按照党中央和省委的要求搞好广播宣传。多年来省电台的舆

论导向没有出现大的偏差,没有发生重大的政治差错和事实差错,
这中间我也尽了一份微薄之力。

为了搞好全台的广播宣传,提高广播宣传的整体效益,我尽自

己所能,为台领导出主意、提建议、当参谋。近几年来,省电台多次

对全台节目进行调整和改革,我大多是改革小组成员。1988年湖南

省电台在对全台节目实行整体调整和改革过程中,我根据了解到的

全国电台节目的信息,向台领导提出了创办“星期天特别节目”的建

议。台领导采纳了我的这一建议,从这年8月开始开办了星期天特

别节目,采取主持人直播的节目形式,使全台节目设置有了很大改

观。星期天特别节目开播以后,受到全省广大听众的喜爱,成了湖

南电台的名牌节目。
近几年来,我注意加强对新闻实践经验的总结,对某些新闻理

论问题作了一些研究、探索,在省内外学术刊物上先后发表了业务

文章和学术论文十几篇。这些文章有的是自己新闻实践经验的总

结和体会,有的是对某个问题探索的见解。总的水平还不够高,但
有些也得到了同行们的肯定和新闻界前辈的一定好评。我撰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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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声屏学报》发表时改题目为《新闻工

作职业道德与时代精神》)一文,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副秘书长、高级

编辑罗弘道看了以后,专门给我写信,对我的治学态度给予了鼓励

和肯定。我写的论文已有三篇收入相关文集:《依靠群众办广播是

社会主义广播的重要特色》一文被收入了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

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的《改革与探索》论文集;《发挥广播优

势,搞好正面宣传》一文被收入湖南省新闻工作者协会、湖南省新闻

学会主编,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正面典型宣传论文集》;《新闻改

革与新闻时效》一文被收入湖南省广播电视学会主编、湖南教育出

版社出版的《声屏论文集》。
人生有限,事业悠长,学无止境,艺海无涯。而今,我已过不惑

之年,工作时间只剩下十几年,我深感自己身上还存在着许多不足,
而新闻工作所涉及的学识领域是那样广阔,就是已经掌握的东西,
也还有个知识更新的问题,这就需要不断地探索,不断地实践。“路
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的诗句是我最好的座右铭。
我将踏实工作,学而不倦,一路攀登,做一个真正无愧于党、无愧于

人民的新闻工作者。

(本文为笔者1992年评定主任编辑时的业务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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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讯 篇

农民房里的新书架

昔 日只在城里“书香人家”才可见到的书架,如今成

了许多富裕农民家庭的必备家具之一。12月中

旬,记者在株洲市郊区清水乡看到许多农民家里摆设的

款式新颖的家具中,都有一个漂亮的书柜或书架。一些

正在做新家具的农民,也在成套家具中配有书柜或

书架。
乡政府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清水乡40%以上的农

户家里有书架、书柜。这些书架、书柜大都是近一两年

添置的。去年全乡240对青年结婚,做了书架的有200
对,今年结婚的160对青年农民,有120对做了书架。



在29岁的青年农民刘亮明家里,记者问到农民做书架的事,他
笑了笑说:“书架对我来说可需要啦! 我们农民要致富,一靠政策,
二靠科学,要读的书很多,就需要书架啰。”刘亮明原来是个菜农,后
来调到乡里办的建筑公司工作,为了当好一名乡村建筑工,他买回

了许多建筑方面的书籍,刻苦自学,例如《建筑施工手册》、《施工企

业管理》、《建筑施工组织与预算》等等。在他房里的一个高约一米

五左右的书架上,就挤挤密密摆满了这些书和一些文学、历史书籍。
刘亮明通过自学,去年考上了建筑助理工程师职称,成了全乡第一

个有助理一级技术职称的农民,现在他已是乡建筑公司经理,天天

要学习、读书、找资料,书架是少不了的。
清水乡农民房里的新书架大多是为自己看书学习而做,也有的

是为了给子女创造更好的学习条件而做。只有高小文化、快40岁

的农民陈常青指着正在做的书架告诉记者,他家有一个孩子上中

学,有两个孩子上小学,这书架就是为三个孩子做的。他说:“我文

化低,吃了不少苦头,我希望孩子们多读书。”
书架,现在对农民来说不仅实用,而且还是家里时新的摆设。

高中毕业回乡务农的王绍华说:“家里摆上一两个书架,能增加一点

书香气氛。现在我们这里的许多青年人,都想跟城里人比,希望家

里有一点‘书香气’,这是近年农村出现的一种新的追求。”王绍华现

在乡村企业工作,他的妻子在家搞缝纫,最近他盖了一栋200多平

方米的三层楼房。家里不仅添置了两个书架,还辟有一间专门的

书房。
清水乡靠近城市,近年来经济发展很快。乡负责人说:求知,求

富,是现在农民新的欲望和追求,我们乡农民做书架的多,既是农民

富裕程度的反映,也是农民求知欲增强的一种表现。

(写于1986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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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路上,有一颗闪光的沙石

一 条由湘阴县城通出的乡间公路,翻过一道道山冈,
越过一座座山峦,向着城南乡延伸。这是一条用

沙石和泥土铺成的普通乡村公路,像这样的路,我不知

走过了多少,见过了多少! 但是像这样养护得如此精

心,路面这样平坦的乡间公路,我见得却不多。这里,显
然凝结着养路工人辛勤的劳动。我听说,养护这条公路

的养护班长是一位老人,名叫周干泉,是他带领养路班

的工人,用智慧和汗水换来了这条路的畅通。当我走在

这条平坦的乡间公路上,望着一辆辆鸣着欢快的汽笛飞

驰而去的汽车时,一种对这位从未见过面的老人的敬意

和一种报道他的冲动便油然而生,情不自禁地要把他的

事迹报告给我的朋友们。
于是就有了下面的采访。

在城南乡党委会,我听到一句赞语:“有
了周干泉同志养路,这条路才活了。”

　　这条路是湘阴县城南乡的一条乡级公路。一个春



光融融的日子,我来到城南乡采访,身材高大的乡党委书记老宋见

面后,就这样对我说:“你问周干泉同志养路的事? 见到那条路你就

知道了。有了周干泉同志养路,我们这条路才活了。”接着,他详细

地向我介绍了周干泉养路的事:
“我们乡这条公路是全乡唯一的交通大动脉,运化肥进来、送粮

食出去都要通过这条路。可是1980年以前,这哪里像一条路啊,简
直就是一条被人乱扔的‘死蛇’,满身烂疮,不是大洞,就是窟窿,一
到晴天黄尘扑面,遇到下雨便又积水成洼,不要说通汽车,就连空手

行走都难! 那时虽然有一个养路班,而且人数还不少,加上班长足

足12人,可以说是一个加强班,可是由于没有一个好的带头人,路
总是修不好。党委选来选去,选中了周干泉同志,要他去把这副重

担子挑起来。那时他是古塘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已是五十几的人

啦,党委要把养路任务交给他时,他胸脯子一拍,说:‘请党委放心,
把路交给我吧,两三年内不把路修出一个样子来,要批评要撤职随

你们的便。’问他要多少人,他只伸出了四个指头,人数仅仅是原来

的三分之一。当时我是党委副书记,对他只要这么几个人就能把路

修好还有点怀疑。谁知,过了一年多,路就大变样啦,并且很快通

了车。
“为了修好这条路,周干泉同志可没少吃苦。这条路是乡道,不

是县道,更不是省道、国道。养路班设备条件很差,经费也不足,铺
路用的沙石,大多要靠自己到河里去捞,去搬运。去年冬天,为了备

足今年春季铺路用的河沙,周干泉带领全班冒着刺骨的寒风,跳进

冰冷的河里捞沙,整整干了一个多星期,备足了今年春季用的100
多吨沙。可他的手上和脚上却裂开了一道道血口子,谁见了,谁不

称赞,谁不感动啊! 路好全靠养路工人的手脚勤,为了路,周干泉到

底牺牲了多少个星期天和节假日,我们心中也没有个数,反正每年

除了大年初一他才回家吃餐团圆饭以外,乡亲们见他天天都在公路

上转。下雨天路容易烂,他转得更勤。这里撒筐沙,那里填铲土,他
把路真是看得比自己的命还要重啊! 有一次他得了重感冒,乡亲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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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他送进了县人民医院,他在医院住了几天以后,也没有同医生说

一声,就悄悄溜走了。医生只好打电话到县交通局,说人丢了。县

交通局公路管理站的一位负责同志坐车到养路工班去找,结果发现

他正在公路上撒沙平土呢! 你看,他就是这样一位要路不要命的

‘倔老头’。”

在养路班,我听到一个劝告:
“小心别动他的路!”

　　从乡党委出来,我来到养路工班,工班四个人,有三个是老头,
只有拖拉机手是个30多岁的年轻人。周干泉不在,两个老头一说

话,就满脸红得像关公,显然不善言谈。年轻的拖拉机手也是一副

憨厚的样子,见到我,显得有些拘谨。我问起周干泉同志“倔脾气”
的事,他才好不容易打开话匣子:

“你问周干泉啊,我们都叫他‘干爹’。要说‘干爹’的倔脾气,那
是全乡出了名的。有时连我们工班几个人都有些怕他。他的倔脾

气得罪了不少人,可我们都了解他,他也是为了集体,为了大家啊!
他是养路护路的,他最看不惯的就是别人不爱惜他养护的路,谁要

是损坏了他的路,他简直就要跟谁拼命似的。这几年农村实行了生

产责任制,田土都承包了,有些眼光不够远大的人,只考虑自己眼前

的利益,就想方设法蚕食马路,想把自己的地搞宽一点。说实在的,
对这些私心重的人我也看不惯。但我想,都是本乡本土的人,低头

不见抬头见,还不说说算了,何必那么认真呢。可‘干爹’就不认这

个理,他批评说:‘都像你怕得罪人,那集体的利益、国家的财产谁来

维护? 路是集体的,今天你挖一锄,明天他铲一铲,几米宽的公路不

就没了吗?’前年10月,明山村有一个姓徐的村民趁我们工班忙于

备料的时候,在一段公路上挖去50多公分扩宽自己的菜园。‘干
爹’听说以后,比自己的房子被人挖了还伤心。他工具一放,就去找

这个村民评理,非叫这个村民把挖去的路填好不可。这个村民开始

还傲气,对‘干爹’的话不理不睬。‘干爹’急匆匆地赶到乡政府,拉

5通讯篇 ◇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