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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青海”不是一句口号，“爱青海”更不是一句虚言，在“宣传好青海”的路上青海媒体人始终矢
志不渝。

青海有多大？青海有多远？我们用脚步来丈量它，用笔墨来书写它，用镜头来记录它，也用心

来感知它。在过去的一年里，青海日报媒体人在努力挖掘和书写青海故事的路上，前行不止……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未来，青海日报媒体人将继续携手前行，书写和传播更多

的青海故事，让青海不再遥远。

本报记者 杨文花

8 年，我从一名记者到纸媒编辑再到

新媒体编辑、二审，不仅经历了身份变化

带来的不适应，更要克服新领域遇到的本

领恐慌。然而，这一路的艰难崎岖并没有

将我打倒，每每遇到过不去的坎，我总会

告诉自己：困难是“欺软怕硬”的。你越畏

惧，它越“威吓”你。你越不将它放在眼里，它越对你

“恭顺”。

在新媒体工作的这两年，我时常思考一个问题，

如何用最新的形式，传递正能量，将青海法治故事深

入到青海的每个角落。在全媒体时代下，传统的图文

宣传报道已满足不了广大读者对获取新闻信息的需

求，怎么将案例普法用更喜闻乐见的形式展现给受

众，让案例普法不仅停留在纸面，也可以用有声音有

画面的形式让更多人看到。对此，我们不断探索，成

立微电影拍摄团队，用微电影、短视频的形式，尝试以

真实案例改编成微电影。

于 是 ， 我 们 自 导 自 演 的 微 电 影 《“ 消 失 ” 的

他》 成功推出，效果良好。《“消失”的他》 是我们

首次微电影策划创作，是从零开始的摸索。为达到

更接地气、更贴近生活，我们用青海方言拍摄。找

不到合适的女演员我就自己披挂上阵，男演员角色

也 是 换 了 又 换 …… 值 得 欣 慰 的 是 团 队 伙 伴 都 很 给

力，面对镜头毫不怯场……此视频播出后，不少网

友留言：“希望能看到更多的此类普法宣传短视频、

期待下一部作品……”等等。第一次尝试，有很多

的遗憾与不足，但是最美的风景永远在路上，最重

要的是，我们迈出了第一步。万事开头难，我相信

今后的我们将会走得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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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索南草

作为新闻工作者，我们肩负着历史

的使命，承载着时代的重托。我们是党

的喉舌，时刻向青海人民诉说着党的发

展方向，记录着党的辉煌历程。我们时

刻牢记着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

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

习领会了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

精神。

青海是一个拥有丰富自然资源和独特文化的地

方。这里有壮丽的高原风光、广袤的草原、湛蓝的湖

泊和雄伟的雪山，它们给人一种宁静和宏伟的感觉。

这里更是中国最重要的生态保护区，拥有许多珍稀濒

危物种。这里是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每个民族都有

独特的传统文化和习俗。同时，青海是中国重要新能

源基地之一。

我们不仅要认识青海在世界视野中的价值和地

位，而且要爱护青海这片土地。我们风餐露宿、终日

奔跑在基层，用“四力”记录青海，真实生动地反映青

海日新月异的变化，反映农牧民心声。围绕陈刚书记

提出的“懂青海、爱情海、宣传好青海”这一要求，用人

们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好青海，用心用情讲好青海的

生态故事、民族团结故事和高质量发展故事，让更多

的人了解和欣赏这个地方的美丽，让青海成为大美中

国最闪亮的名片。

懂青海、爱情海、宣传好青海。作为新时代的

新闻工作者，我们要珍惜职业荣誉，牢记职责使

命，落实“走转改”，躬下身跑一线，采写更多包含

深度、力度、温度的新闻作品，讲好青海故事，传

播好青海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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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一次独自采访到现在，记者这份

职业让我感受过不同的悲喜，记录过时代

的点滴，见证过奋斗者的成绩。一个个瞬

间，串起的不仅是我的青春，也是我作为一

名 新 闻 工 作 者 ，看 到 的 经 历 的 发 展 和 变

化。这些经历让我深刻感受到，记者，不仅

仅是一份职业，更是一份责任与担当。

在西海都市报社工作9年来，从乡村到城市，从农田

到企业，正是因为大家对这份职业的热爱，我们才会克服

工作中的种种困难，完成一次又一次采访。正是有了前

辈和领导们的指引，有同事们的并肩前行，让我们更有信

心宣传好青海，讲好青海故事。

今年，西海全媒体平台推出“红色索加生态高地——

记录海拔四千米的青海故事”专栏，我有幸踏上可可西里

这片向往已久的神秘土地。6月，采访小组从治多县城出

发，沿着杰桑·索南达杰的足迹，走进长江源头索加乡、走

进可可西里。

采访中，那些与海拔比精神高度、与雪山比精神

“纯度”的基层干部群众，让我深受感动。他们几十年

如一日坚持做一件事的执着让我看到了坚守的意

义。在采访生态管护员时，他们行走在大山深处，不

畏山高路险的故事让我明白带着敬畏去守护的奉献。

这些奋战在各行各业的人们，让我领悟到，不仅

仅是采访中记录下来的那些事，更是每一个普通人热

爱青海、建设青海的满腔热忱。

作为一名记者，青海的壮丽山河、民俗风情、四季

轮回、干部群众的奋斗，都是我们笔触所往、镜头所向

的最美素材。我们将继续迈开双脚，丈量大地，见证

和记录这片土地每一个具体而细微的奋斗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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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唐亚璐

舆论工作不容小觑，媒体的力量往往

是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重视新闻舆

论工作，首先要重视文稿，甚至是一句话中

的一个标点符号，或者一张图片背景里的

一个小图标，都有可能造成宣传事故。

作为一名年轻的组版编辑，从事编

辑 工 作 三 年 多 ， 在 这 1000 多 个 日 夜 里 ，

我和同事几乎每个夜晚都会反复斟酌版

面的排版是否得当，稿件的位置摆放是

否合理,查阅相关的书籍资料，判断文稿

内容是否准确，有时甚至半夜给记者打电话核实信

息都是常有的事情。从阅读选择稿件到排版再到打

版样送报样，每一个环节的顺利进行都是大家辛苦

付出的结果。只有下班回家躺在床上才会感觉心情

稍许的平静和放松，但这种紧张忙碌的工作状态却

也精彩又充实。

三年多来，我组过各式各样的版面，看过无数发

表或未能发表的文章，虽然内容各不相同，但无一不

在体现青海奋发向上的意志和不断努力改变的决

心。这就要求我们编辑工作者更要把握舆论导向，反

复阅读和深刻体会文稿核心，充分利用文字和图片元

素，再加以版面语言的辅助，精心排版，将文章精准有

力地刊登出来，让群众“看得见、看得清、看得懂”，做

党和人民放心的新闻工作者。

厚积成势，继往开来。行动是考察我们工作和锻

炼我们能力最好的途径，做好新闻舆论工作没有捷径

可言，只有不断学习和提高自身能力，用心用情认真编

排好每一篇稿件、每一个版面，才能肩负起这神圣的职

责和使命。

做
有
情
怀
有
力
量
的
新
闻
人

本报记者 秦 睿

评论永远不会跑在新闻前面，却承载着

引导人心的力量。一篇有筋骨、有温度的评

论，才是“懂青海、爱青海”的评论，才能为宣

传好青海发挥评论效能。

评论既然做的是“人心工作”，就不能脱

离“真实的世界”。相比记者总是“在路上”，

评论员更多是“窝”在办公室里伏案而写。虽

然事件都能在新闻上看到，资料都可以从网上搜出来，

但是总感觉少点什么——少点“参与感”、少点“现场

感”、少点“触动感”。马克思说过：“全部社会生活在本

质上是实践的。”“四力”之中，“脚力”为先。要感动人，

首先要掌握第一手真实资料，评论员也要“下去”。

评论既然做的是“人心工作”，就需要提升说服力。

这种说服力，不在于强势，而在于理性，不在于高深，而

在于精准。而理性和精准来自于哪里，来自于看得多、

学得多、想得多，在理论的导航、信息的掌握、知识的增

量中才能慢慢长出切中时弊、对症下药、有理有据的真

知灼见，才能有以思想力为支撑的说服力，才能有引导

力。

评论既然做的是“人心工作”，就要更容易让读者接

受。这份接受，就是要让读者爱看，还要让评论在互联

网时代更具“能见度”。评论想要有人看、有人爱看，文

风就要近人，就要通俗形象。抽象中的生动、主张中的

朴实、犀利中的真情才是打开读者心门的钥匙。以前我

们老师说：“深入浅出是境界。”我感觉到好文风是有门

槛的，而且门槛并不低。而笔力从何提升，还是从一篇

篇稿子的磨练中。“新媒体时代党报评论将如何存在”已

经不是一个新鲜话题，为了让评论也能融入潮流、具备

“网感”，我们也在尝试“转型”，希望焕发新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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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十梅

青海是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青海，是

大美风光的青海，是资源丰富的青海，是

各民族团结共生的青海，是青海人的青海

……

记者这份职业更是加深和加快了我读懂

青海的力度和深度，用脚步丈量、用纸笔书写、用镜头呈

现……“四力”无疑是我作为一名记者读懂青海的最佳方

式和有效助力。青海人民创造了蜚声中外的灿烂文化，

拥有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这是我们树立文化自信的依

据所在。而文化，其实只是青海的其中一小部分，大美青

海还有很多很多值得媒体人挖掘和书写的角度和内容。

想要读懂青海，作为媒体人的我们任重而道远。

懂青海和爱青海互为因果。因为懂青海，所以爱青

海。因为爱青海，所以更想懂青海。作为一名记者，每

次出去采访，遇到未知的内容，我内心的激情便被点燃；

每遇到一个感人的故事，我都想将之传递给更多的人知

道；每看到一片绝美的风光，我都想将它展示给世人。

于是，我和我的同行写下或拍下了一篇篇生动反映青海

风光与青海故事的作品。我想，青海媒体人对青海的感

情，都藏在这一件件新闻作品中。而每一件优秀的新闻

作品，都要靠好的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得来。

懂青海，爱青海，然后宣传好青海，是我们每一位

青海媒体人的责任和使命。要完成这个责任和使命，

不断增强“四力”是关键。好的青海故事，优美的青海

风光、悠久的青海文化，独特的民族风情……常常隐

藏在田间地头、街头巷尾，只有脚底板有泥，提升发现

问题、捕捉亮点、抓住根本的能力，勤思考、善思考才

能写得巧、写得深、写得好，最终才能以优秀的新闻作

品宣传好现代化的新青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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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辑瑞

与时俱进跨入“内容兼融、宣传互融”

的融媒时代，作为青海日报融媒体矩阵的

一支主力军，我和我的“战友”们一次次深

入青海基层，用无声的笔、有声的镜头，坚

持推送精彩纷呈的青海故事。

我们一路向东，走进新型城市海东，

采编《“小积分”破解治理“大难题”》《循化

县红色教育润人心》等一条条粘泥土、带

露珠的新闻，并打破过去单一传播路径，

通过党报报纸、客户端、微信公众号、抖音等多平台宣

传，提高了党报新闻传播力。

我们一路向西，走进“聚宝盆”、三江源等地，采编《大

漠深处，民族团结之花越开越绚烂》《“强村讲堂”进玉树》

等既有短平快、又有深度的报道，或带着墨香新鲜出炉，

或以视频生动呈现，融合报道增强了党报新闻张力。

我们一路向南，踏访最美湖泊青海湖、国家清洁

能源产业高地等，采编《逐绿而行，构建高原大湖生态

保护大屏障》系列报道、《青海风光无限 强劲绿电赋

能》《尕布村“生态种养”蹚出振兴新路》等通讯、现场

短新闻，多路径播报向外界展现出新青海风采。

我们一路向北，关注生态畜牧业发展、红色教育

基地建设、湟鱼洄游奇观，采编《刚察感恩奋进向明

天》《祁连县执“三色笔”绘乡村新画卷》等新闻，立体

融合播报，将青海的特色特产特景展现给世界。

融合报道，融合生辉。在新崛起的现代产业基

地，在蝶变升级的绿色原野，在现场、在一线，我们讲

述传播着那些绽放绿色的生态故事、富含创新的科技

故事、写意民生的幸福故事，以及深深浅浅印满青海

力量的发展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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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有婧

“采访难不难？”“稿子好写么？”“我需

要带些啥？”这是去年 7 月，我第一次要去

采访时问过同事的话。一听就知道，那时

候的我，是一个妥妥的记者小白。在这一

年，采过农民、进过工厂，跑过市区、到过

州县，磨炼了也成长了。现在，对于记者

这份职业而言，我已不是我！对于记者这

份事业的热忱，我还是我！

这份热忱，让我想要懂青海、爱青海，学习如

何宣传好青海。在大部分人的眼里，青海是高山巍

峨，湖水潋滟，草原辽阔，白云悠然的旅游打卡

地。而记者心中的青海，自然离不开立足“三个最

大”省情定位、“三个更加重要”战略地位。打造生

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改善民生福祉、促

进民族团结进步，这些话语对我们而言，是再熟悉

不过的了。是的，记者看到的，不仅仅是青海的大

好河山，更应该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要

指示批示，是全省各族人民感恩奋进，砥砺前行，

各项工作取得的新成就新进展。

这份热忱，让融媒体“融入”日常生活，不断

转型升级为“全能记者”。媒体融合之后，我们的工

作就好像一直在“打怪升级”，从“青铜”开始，向

“王者”晋级。“这微信公众号的排版不太好看啊！”

“好的，研究研究哪个编辑器最好用。”“做个短视频

吧，大家都爱看。”“好的，抖音、快手、剪映、pr
什么的，我们试试看。”从“笔尖”到“键盘”再到

“全副武装”，时代在变，媒体也要变，记者的工作

状态更要变。让我们保持热忱，整装再出发！让自

己的产品“亮”起来，让青海的宣传更“出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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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均由记者本人提供）

本报记者王有婧（右）在玉树采访
乡村振兴故事。

李辑瑞（左）和同事一起剪辑制作
新闻短视频。

本报记者王十梅（右）采访作家徐晓光。

本报记者吴梦婷（左）在超市采访。本报记者杨文花进行现场报道。本报记者索南草工作中。

本报编辑唐亚璐在組版中。本报记者秦睿工作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