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录伟大变革，
展现非凡成就

10 月 16 日一早，中国日报记者张

余 到 高 铁 涿 州 东 站 采 访 时 深 切 感 受

到，一座高铁站折射出的是新时代神

州 大 地 的 气 象 万 千 。“ 简 捷 的 乘 车 手

续、不断提升的高铁速度……科技的

发展已经融入生活的方方面面，展现

出新时代的活力与激情。”张余说，“有

采访对象表示，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国

家战略持续推进，为他们创造了更多

的发展机会，也让他们的幸福感不断

提升。”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新时代十

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

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

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记录时代

风云、与时代共进步，记者们的蹲点采

访充分展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取

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

巴朗山翠峰如簇，岷江水蜿蜒而

下，在四川汶川县映秀镇渔子溪村拐

了一道急弯。山水交汇处，坐落着映

秀熊猫山泉水厂。

新华社记者江毅了解到：“这个昔

日地震震中的小山村，在全国援助下

已将山泉水销往 10 余个省份，靠绿水

青山赋予的财富走上绿色发展道路。

村民们表示，要永远感党恩、跟党走，

按照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扎实推

进 共 同 富 裕 ’‘ 加 快 发 展 方 式 绿 色 转

型’要求稳步前行，创造更加美好的明

天。”

10 月的之江大地，金桂飘香。农

民日报记者朱海洋走进浙江台州方林

村。这个村庄曾因主要道路到处是窟

窿被戏称为“石路窟”，如今道路宽敞

干净，服务设施一应俱全。朱海洋说：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是一幅大美画卷，也是一座新

闻富矿，值得我们新闻工作者用心用

情去挖掘。”

在中新社记者陈选斌的笔下，四

川凉山州会理市的 19 个世居民族，依

托石榴产业共同发展进步。“我们爬大

山、进厂房、登物流车，从石榴产业入

手，寻找更鲜活、更多元的新闻素材。

我们努力做出能记录伟大时代的新闻

产品。”陈选斌说。

和人民同呼吸，
和时代共进步

革命老区井冈山深处，山路蜿蜒，

峰峦连绵。

人民日报记者朱磊一头扎进茅坪

镇神山村，和村民上山抬竹，下田浇水

摘菜。“小小神山村，折射出中国农村

的过去和现在，也正演绎着中国农村

的未来。”朱磊说，“这次采访让我体会

到，深入田间地头，贴近干部群众，就

会对党心民心同频共振有更加真切的

感受。”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我们要

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

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

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党的二十大

召开之际，新闻工作者深入实际、深入

生活、深入群众，增强“脚力、眼力、脑

力、笔力”，用手中的笔和心中的情讴

歌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

16 日上午，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

第一小学内气氛庄重而热烈。“从老师

们那坚定的眼神中，我真切读出了他

们对边疆教育事业的拳拳真情。”与师

生们一起收看党的二十大开幕会直播

的 光 明 日 报 记 者 李 慧 说 ，“ 老 师 们 表

示，将用实际行动践行党的二十大精

神，在教书育人岗位上笃行不怠，让孩

子们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担负起时

代赋予的历史使命。”

在哈电集团哈尔滨电机厂，经济

日报记者吴浩和一线工人一起度过难

忘的“二十大时光”。“工人们不断精进

技术，用‘铁与火’奏响青春之歌，在光

影之间绘就奋斗画卷。他们虽然平凡

却心怀‘国之大者’，这种精神状态深

深打动了我。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的道路上，我要做一名忠实的记

录者。”吴浩说。

在福建龙岩培斜村，当地乡亲通

过富有时代特色的物件，为工人日报

记者李润钊讲述身边的时代故事。“走

进乡村、走近基层、亲近群众的采访过

程，让我收获颇丰，也激励我要继续站

稳人民立场，不断记录下那些流淌在

人民心中的美好时光。”李润钊说。

讲好中国故事，
凝聚奋进力量

中国青年报多路记者采写出多篇

充满创新活力的全媒体新闻作品，“作

为服务青年成长的媒体，我们要通过

高质量的融合报道传播好党的二十大

精神、讲好新时代青年故事，满足新时

代青年的精神文化需求，为巩固壮大

奋 进 新 时 代 的 主 流 思 想 舆 论 贡 献 力

量。”中国青年报社总编辑张坤说。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强全媒

体传播体系建设，塑造主流舆论新格

局”。大会期间，中央和地方媒体统一

开设“二十大时光”专栏，推出了许多

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融媒体精品

力作。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讲好中国

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

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这让我们深感责

任重大。”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中心

地方新闻部编辑于梦洋说，“我们将在

未来继续练就过硬本领，坚持守正创

新，精心打造特色栏目、网站、融媒体品

牌，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一篇篇报道、一幅幅照片、一段段

视频……连日来，参与蹲点的记者满

怀激情，齐心协力，共同展现新时代的

壮美气象。

展望未来，记者们一致表示，将继

续埋头苦干、奋勇前进，不断提高新闻

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

不断增强吸引力、感染力、亲和力、说

服力，凝聚奋进力量，谱写时代华章。

（新华社北京10月22日电）

——新闻媒体记者“二十大时光”蹲点采访报道综述

感受时代脉动感受时代脉动 凝聚奋进力量凝聚奋进力量

本报记者 石成砚

金秋十月，黄河谷地牧草丰盛，牛

羊肥壮。

10 月 20 日，记者走进果洛藏族自

治州达日县，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的

消息早已如同秋日里的暖阳，照耀在

这一片广袤的草原上。这里是黄河源

头重要的水源涵养地，也是三江源自

然生态保护治理地区之一。

达日县作为青海省黑土滩治理的

主战场之一，经多年治理修复，“风吹

草低见牛羊”的草原风光重现河谷两

岸。在黑土滩治理成效显著的达日县

窝赛乡，当地干部群众热议党的二十

大报告，畅想美好未来。

草原生态
迎来十年蝶变

回想起收看党的二十大开幕会直

播盛况，窝赛乡党委书记刚强心中依

然深感振奋。

“收看直播过程中，大家犹如置身

大会现场，纷纷跟着唱起了国歌，当听

到习近平总书记铿锵有力的话语时，

总少不了热烈的掌声。”刚强说，10 月

16 日上午，窝赛乡党员干部群众聚集

在党员活动室，手中鲜艳的红旗交织，

胸前的党徽熠熠生辉。大家围坐在电

视机前，随着雄壮的国歌声响起，每个

人神情自豪而专注，都不愿错过党的

二十大隆重开幕这一光荣时刻。

“党的二十大报告全面总结了过

去五年的工作和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

革，指出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

折性、全局性变化，在这非凡十年里，

就拿我们乡来说，黑土滩治理就是最

好的证明。”刚强介绍道。

黑土滩是指由于过度放牧、鼠害

以及冻融、风 (水)蚀引起的草地严重

退化，植被稀疏、盖度降低、可食性牧

草减少，土地裸露、土壤结构及理化性

质变劣、水土流失加剧等情况。

十年前，窝赛乡黑土滩面积超过

全乡草原面积的三分之一，作为当时

窝赛乡内黑土滩现象较为严重的一条

沟，直却沟内近 15 公里的范围内，黑

土滩面积超过了 70%，波及至半山腰，

寸草不生，鼠兔横行，场景触目惊心。

当时站在山上俯瞰成片的黑土滩，不

少牧区出身的乡干部心都凉了半截。

为了推进草原生态修复，十年来，

达日县深入开展草原生态修复治理工

程，并在直却沟试点退化草原修复治

理项目。经多年探索和努力，全县草

地植被覆盖度从原来的 36.7%提高至

58.2%，人工草地鲜草亩产量由原来的

几公斤提高到 790 公斤，牧草平均高

度达 30 厘米以上，由此而探索出的一

套黑土滩治理的达日经验和达日做

法，为全国高寒草甸修复治理提供了

样板。

亲身参与了与黑土滩的“斗争”，

草原生态环境恢复好转，刚强更能切

实体会到取得生态保护成就的艰辛与

不易。在刚强看来，在黄河边上种草，

也是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而谋划的大

事。

“是民心工程，
也是民生工程”

“习近平总书记的话在理嘞！”在

窝赛乡人民政府，一位藏族老干部和

前来办事的牧民们讨论起党的二十大

报告，“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

告里说‘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

的基本条件’，按照咱们藏族谚语，这

叫人靠牦牛，牦牛靠草原。”

一旁，窝赛乡党委副书记、代乡长

朋毛才旦听了随即补充说：“多年来，

黑土滩严重威胁着三江源地区的生态

平衡，更是畜牧业发展面临的重大障

碍，因此草原就是牧民的根，治理黑土

滩就是发展生产力，我们只有像保护

眼睛一样保护好草原，才能实现生态

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57 岁的窝赛乡依隆村牧民文章

点了点头，虽然嘴上说不上，可文章心

里明白这个道理。

2007 年以来，由于黑土滩扩散，

文章家草场可利用面积不到十分之

一。为了让牦牛填饱肚子，往后文章

年复一年踏上了走圈放牧之路。

十年来，文章每年租赁草场额外

支出二三万元，购买饲草料花费三四

万元，原本每出栏一头牦牛能带来八

九百元的盈利，走圈放牧后刨去成本，

每头牛身上的盈利生生降了一半。

从 2018 年开始，在当地治理修复

下，文章家的草场上人工种草面积达

到了上千亩，在不打破草畜平衡的前

提下，文章和兄弟 3 个把牦牛数量扩

充到了 400 多头，收入也翻了番，“刨

去开销每年都能攒下二三万元，这要

是搁以前，想都不敢想，像报告中说

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文章说

到。

窝赛乡康巴村牧民项保曾有着类

似的境遇，自家三分之二的草场变成了

黑土滩，项保转向购买饲草料和租赁草

场，陡增的成本让项保养活一头牦牛需

要搭钱进去，项保只能被动减畜。

2008 年，项保卖出了最后一头牦

牛，离开了生活了大半辈子的草原。

尽管可以在县城靠打短工生活，

但项保始终无法适应城镇的生活，项

保心心念念，盼望着有朝一日自家的

草场恢复原貌。

2020 年，听说经过治理以后，家

乡的草场长势好了，项保靠着政策和

亲友帮扶，购置了牦牛重归家乡草原

发展畜牧业生产，并相较此前收入翻

倍。

从草原到城镇，再从城镇回归草

原。这一趟经历，让项保对总书记报

告中“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有了特别的感受，“感谢党，对

于我们牧民来说，黑土滩治理既是民

心 工 程 也 是 民 生 工 程 ，现 在 我 有 了

‘根’，日子也有了盼头。”项保说。

既要“钱袋子”
也要“绿叶子”

10 月 21 日，窝赛乡直却村生态畜

牧业专业合作社内传出阵阵讨论声，

理事长旦求正和社员们重温党的二十

大报告，读完报告中“推动绿色发展，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专题内容

后，旦求带头讨论了起来。

“草原是我们生态畜牧业发展的

基础，因此合作社发展必须坚持生态

优先，科学利用天然草地推进草原禁

牧、休牧、划区轮牧和草畜平衡，推动

形成生产与生态协调发展的绿色发展

方式。”旦求说。

2010 年，直却村启动发展生态畜

牧业合作社试点工作以来，正值黑土

滩范围扩张，加上冬季人工饲草料紧

张，导致产奶量低下，此后合作社冬季

断奶持续了近 10年。

2019 年底，作为退化草原修复项

目试点地的直却沟内人工种植的饲草

喜获丰收，草好了，牦牛营养跟上了，

当年合作社的产奶量也上去了，当年

收入就增加了 20%。同时，充足的饲

草帮助合作社减少了每年额外购置饲

草料的开销，“一增一减”间，合作社整

体效益有了显著增长。

经过种草修复，昔日黑土滩成为

了如今合作社发展的“金银滩”。近年

来直却村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将固

定资产扩大至 1000 余万元，分别建设

了牛羊舍饲养殖基地、乳制品加工车

间，还购进了冷藏车、拖拉机、割草机

等，近年来，入股成员个人分红多则 8
万，少则几千元，“钱袋子”更鼓了，大

家发展的兴头也更足了。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必须牢固

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

划发展。’这是说到了我们牧民的心坎

里。”旦求说，十年来，大家已经见到了

生态保护的成效与收益，广大牧民群众

继续参与到黑土滩治理中的意愿也更

加强烈。我们一定能走出一条生产发

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

路，把绿色发展、生态优先落到实处。

从黑土滩到从黑土滩到““金银滩金银滩””
的绿色畅想的绿色畅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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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白 瀛 王 鹏

党的二十大召开之际，全国各
新闻媒体派出记者奔赴祖国各地，
与基层党员干部群众共度二十大时
光，用手中的笔和镜头，全面反映各

地干部群众对党的二十大的热烈反
响，生动呈现来自基层一线与二十
大同声共鸣的故事，深刻展现全国
各族人民爱党护党跟党走的坚定决
心、对国家繁荣稳定发展的满满信
心。

10 月 22 日上午，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胜利闭幕。我省前方报道组成员精心策

划，协同作战，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饱满的政治热情，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式报道大会盛况，传递大会声

音。 本报记者 薛军 莫昌伟 张地委 祁国彪 魏慧敏 摄

本报记者在青海代表团驻地写稿。
本报记者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现场报道。

我省前方报道组记者在党的二十大新闻中心采访。

本报记者在党的二十大新闻中心采
访。 本报记者在青海代表团驻地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