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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老记者，参加过中国

邮政报社组织的很多次主题采访活

动。每一次主题采访，都是一场对

人生阅历和职业经历的极大丰富；

当然了，也是一场对体力和脑力的

极大考验。

今年的主题采访任务有点儿不

一样，要在一座村庄蹲点一周。我们

的目的地是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

西夏区镇北堡镇昊苑村。昊苑村说

大也大，仅葡萄种植面积就超过 1.8

万亩；说小也小，围绕村民集中居住

区走一圈不过半小时。以往的采访，

每天醒来就是出发，行走贯穿采访始

末。而这次的采访则需要静下心来，

蹲下身去，抽丝剥茧，顺藤摸瓜，了解

更多故事，收获更多风景。

因为蹲点，我对这座村庄得以了

解和向往。村民用自己的勤劳和勇

敢，让昔日“风吹石头跑，遍地不长草”

的昊苑村变成绿树成荫、葡萄成片、道

路宽阔的新农村，各具特色的酒庄、民

宿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兴起，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生活富裕……从荒芜一片，

到生机勃勃，生动诠释了“幸福都是奋

斗出来的”。

因为蹲点，我对村民的生活得以

知晓和理解。邮政便民服务中心已

然成为昊苑村的“经济中心”，来自全

国各地的商品在这里汇集，让村民享

受着与城市居民无差别的商品和服

务。专注蔬菜大棚种植的王艳娟，60

多岁开始学习养蜂的陈育孝……创

业潮在村里催生出更多的“新农人”，

他们在为更美好的生活而努力。

因为蹲点，我对采访对象得以熟

悉和亲切。坚持为村民服务的便民

服务中心负责人赵正强，每天把包裹

运送到村庄的邮政代办所负责人孟

秉财，在酒庄间奔忙揽收包裹的邮政

揽投员叶万文，为村民办理贷款的邮

储 银 行 西 夏 区 支 行 客 户 经 理 任 兆

虎……他们像一群忙碌的小蜜蜂，在

昊苑村飞来飞去。如果说便民服务

中心是邮政在昊苑村播下的希望种

子，那么有了“小蜜蜂”的辛勤劳作和

付出，就一定会收获丰硕的果实。

采访结束后，登上民宿的顶楼，

远眺巍峨的贺兰山，我心生感慨。如

果说以往那些行进式采访如同奔腾

激昂的公路片，那么这次蹲点调研采

访则是温婉低沉的纪录片。奔腾也

好，温婉也罢，因为忙碌，因为温暖，

我想，我有了坚持做记者的理由！

出发前尚有顾虑：只蹲一个村

子？能撑起四五千字的报道？有足

够的厚度和深度？

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

间。谁说不能呢？我跟随采访组，深

入海南省儋州市兰洋镇海孔村，多维

度观察、沉浸式体验“邮快合作”，看

它如何在乡土情结的顽固与粗粝中，

在经济转型的变革与创新中，在市场

化浪潮的汹涌而至中，打出一个清脆

的、与时代共鸣的响指。

我们走进村里的综合便民服务

站，走进村民家，走进橡胶林……与

村民交谈，体验他们的日常，既看见

了传统的民风肌理，又感受到“邮快

合作”激发的乡村新活力。

蹲点调研，历来是记者重要的采

访方式：选择某个地方，较长时间停留

或多频次访问，以求对某个具有典型

意义的地区、问题、人物等，获得深入、

全面的了解，形成有深度的报道。

信息时代，蹲点调研“老掉牙”了

吗？不。无论信息技术多么发达，始

终不能替代“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

去”。蹲点调研，既不是按照预先拟

定的理论框架收集材料，也不是根据

调查材料简单归纳一般结论，而是直

观社会本身，以鲜活的人、事、物，反

映调查对象本质，给人以启示。

正如新闻学教授杜骏飞所说，

“只有当我们抵达了人，我们才可能真

正抵达新闻”。做好蹲点报道，不是简

单的记录，而是通过典型的人和事的

跟踪采访，认真倾听基层百姓最真实

的想法，挖掘最鲜活的新闻素材，既反

映百姓心声，也体现时代特征。

每一个村庄里都有一个中国，每

个村庄都是一个在大历史中忽明忽暗

的小局部。我们蹲在海孔村，走着、看

着、聊着、感受着，把随手可拾起的一

个个小切片，拼成一支多彩的万花筒，

从中窥见“邮快合作”的大图景。

在那里蹲得越久、扎得越深，我

就越发深刻地感受到：在广袤的农村

大地上，厚植着邮政延续百年的根脉

与灵魂，更蕴藏着邮政迈向未来的基

因与密码。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邮政不是悄然

远去的背影，而是勇毅担当的奋进

者，是中国大地上拔节生长的力量，

是时代华彩下生机勃勃的未来。

今年，我有幸参加了“高质量发

展蹲点调研行”湖北站的采访活动，

与邮件一起坐上公交车，感受在乡村

振兴的道路上邮政日新月异的变化。

看着公交车外秀丽的风景，很难

想象在赤壁市赵李桥镇羊楼洞村这

样一个历史底蕴丰厚的乡村，邮政借

助新型公交车，为“农产品进城，工业

品下乡”构建起快速的物流通道。不

论是公交车的车型，还是邮政的信息

化手段，尽显新时代、新征程下的便

捷与高效。穿行乡间的公交车，繁忙

的综合便民服务站，面对直播镜头的

茶叶种植户，勾勒出乡村美、产业兴、

农民富的崭新画卷。

“羊楼古巷青石幽，洞庄百年木

楼秋。千载修得茶香绕，观音泉韵

洗风流。”自唐太和年间皇帝下诏普

种山茶起，羊楼洞村就开始培植、加

工茶叶，成为青砖茶的原产地。天

色已晚，在沿街灯笼的引领下，我们

的邮车开进历史悠久的小巷，现代

邮政与历史街巷碰撞出了绚丽的火

花。邮车停靠的地方是一家邮政综

合便民服务站。在这里，不仅方便

村民领取网购的快递，还能代销当

地的特色产品，搭上“客货邮”的顺

风车发往各地。

站在夜晚的青石板街上，穿着

古装的游客来来往往，透过点点灯

光，仿佛看到了百年前人们走进驿

站的场景。如今，邮局还在，新一代

邮政人秉持不变的服务精神，与时

俱进，开拓创新，深化与各方的沟通

协作，以更加快捷、高效、便利的方

式服务着人民群众；直播带货、无人

车投递、自动化分拣……百年邮政

正随着科技的发展、时代的进步焕

发出新的活力。作为一名记者，我

将 不 断 跟 随 邮 政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脚

步，用镜头和笔尖记录下更多的邮

政变化，讲述好新时代的邮政故事。

7 月初，我以编导、摄像的角色，

参加了“高质量发展蹲点调研行”江

西站的采访活动。一周时间里，我见

证和记录了邮政在服务乡村振兴中

取得的显著成果，深刻感受到了作为

一名年轻记者的责任和使命。

在为期一周的蹲点采访中，我

深入邮政便民服务站、走进农民合

作社、漫步脐橙种植园，与村党支部

副书记、脐橙种植专业户、返乡创业

人员面对面交流。从他们的言谈话

语中，我感受到了乡村振兴带给农

村真真切切的变化，带给农民实实

在在的收益。我用摄像机记录下所

见所闻，力求为观者提供身临其境

的视觉体验。

在采访过程中，我采取独特的视

觉角度和拍摄技巧，深入挖掘和呈现

邮政在服务乡村振兴中的新作为。

我特意选择在黄昏时分拍摄邮车在

山间小路上行驶的场景。蜿蜒前行

的邮车，让人能直观地感受到邮政在

连接城乡、服务乡村中的重要作用，

而邮政员工不畏艰辛、勤劳奉献的精

神也随着行进的邮车直抵人心。

在与村民亲切交流的画面中，

我运用适当的剪辑节奏和富有情感

的音乐，强化画面的感染力，突出邮

政 员 工 与 村 民 之 间 深 厚 的 情 感 联

系，展现了邮政在服务乡村振兴中

所发挥的独特作用和具备的资源优

势。同时，我还紧随邮储银行业务

专员的脚步，深入农户家中，通过独

特的镜头捕捉他们认真倾听农户需

求、提供金融服务的真诚与专业，反

映邮政金融在推动普惠金融落地农

村、服务农业、惠及农民中所取得的

成果。

这次实地采访，让我深刻地理

解 了 实 施 乡 村 振 兴 战 略 的 重 要 意

义，同时也感受到中国邮政在服务

乡村振兴中的责任与担当，从而增

强了我作为邮政记者的责任感和使

命感。每一个真实的故事都值得被

讲述，每一个细微的进步都值得被

记录。我要继续讲好乡村振兴中的

邮政故事，书写中国邮政高质量发

展的时代篇章。

今年，是我从事邮政新闻宣传

工作的第一年；今天，是我亲历的第

一个记者节，激动的心情与幸福的

感觉交织在一起。

这一年，我第一次以记者身份参

与了“高质量发展蹲点调研行”黑龙

江站的采访活动，深刻感受到何为

“看 似 寻 常 最 奇 崛 ，成 如 容 易 却 艰

辛”。获知具体的采访任务时，作为

记 者“小 白 ”的 我 着 实 感 到 压 力 巨

大。而当采访组进入采访现场后，黑

龙江省宁安市小朱家村独特的地理

人文环境、村民对邮政服务发自内心

的赞誉、当地邮政服务乡村振兴的经

验和硕果，让我不由自主地拿起手

机，一边跟随采访，一边记录着所见

所闻。以最快的速度、最真实的镜头

分享“邮政村”的幸福生活，对我来说

不再是目标而是变成了期盼。

这一年，我第一次来到中国邮

政报社交流学习、跟班采访。在这

里，我遇到了很多专业、敬业的新闻

人。帮我精心润色文字、修改稿件

的编辑老师，手把手教我取景拍照、

配乐剪辑的新媒体高手，向我传授

策 划 经 验 与 采 访 技 巧 的 资 深 记

者……在诸多新闻前辈的帮助和激

励下，以最快的速度成为专业的新

闻人，对我来说不再是工作要求而

是变成了渴望。

这一年，我第一次带队去基层采

访，深刻体会到“酒香也怕巷子深”。

基层邮政在服务乡村振兴、建设三级

物流体系、搭建“智慧+”场景、履行普

遍服务等诸多方面扎实有力的工作，

在基层涌现出的见义勇为、为烈士义

务寻亲的好人好事……值得挖掘和

宣传的选题线索数不胜数。采写更

鲜活、更深入的新闻报道，对我来说

不再是工作而是变成了热爱。

这一年，我经历了新闻宣传工

作的诸多“第一次”，有很多精彩故

事还没来得及展现，或许是我的“四

力”还有不足。而采访、学习过程中

的所见所闻，都汇成了一条暖流滋

润着我的心田。每每分享到那些新

闻前辈敬业与奉献的精神、专业与

执着的素养，我都会深受感动。努

力成为一名优秀的邮政记者，不知

不觉成了我最大的愿望。

叶雨晨 用镜头记录奋进者

袁威 在新闻第一线执着前行

今天是第 24 个中国记者节。记者，是一个永远在路上的职

业。他们不是在采访现场，就是在前往现场的路上。今年，

本报开展了“高质量发展蹲点调研行”主题采访活动，组织记者进行为

期一周的蹲点采访。这一次，记者们俯下身、沉下心，深入深入再深入，

贴近贴近再贴近，与村党支部书记、“新农人”、返乡创业者促膝交谈甚

至同生活同劳动，到农村支局、乡村振兴金融工作室、邮政便民服务中

心跟班采访。通过多维度考察、沉浸式体验，记者们采写出一篇篇切切

实实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调研报道，记录下各地邮政推动高质量

发展的生动实践与亮点经验，展示出中国邮政改革创新的崭新成果。

让我们通过参与“高质量发展蹲点调研行”采访活动的 6 位记者的讲

述，再一次走进发生在广袤乡村沃野上的邮政故事，共同感受邮政记者

的“绿色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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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唯 静下心来 蹲下身去

柏滨丰 深入肌理 共情变迁

赵薇康 奋笔书写时代的交融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记者节。这

是我从事邮政新闻工作以来过的第

8个记者节。

如果问邮政记者是干什么的，你

可能会听到采访、写稿、选题、策划、

方案等 N 个抽象名词；你也可能惊讶

于他们的行踪不定，明明前几天发的

朋友圈是在西藏裹个大棉袄抱着氧

气瓶，可转眼间就穿着正装出现在北

京某大型展会。人们常说，只要有人

的地方就有中国邮政。可我想说，只

要有中国邮政的地方就会有邮政记

者的身影。因为那里是他们践行脚

力、眼力、脑力、笔力的沃土。

8年对一个人的职业生涯来说不

算短，但在这个媒体与企业发展日新

月异的年代里，我好像并没有攒下多

少“宝贵经验”。从传统媒体、新媒体

再到融媒体，一个记者被赋予的角色

越来越多，甚至要成为一个能采会写、

能拍会剪还要出镜的“全能侠”。而作

为邮政人，深受“一封信、一颗心”职业

精神的感染，所以作为邮政记者，我想

也应该是“一篇稿、一颗心”，用心、用

情去采写好每一篇报道。新闻报道的

手段变得多元化了，但记者求真务实、

勇于探索的初心不能变。

今年 9月，我参加了“高质量发展

蹲点调研行”陕西站的采访。前期了

解到，汉中市城固县邮政分公司只是

一个普通的县级分公司，其储蓄业务

的市场占有率却能位列全县金融机构

第一，金融客户规模、客户渗透率位列

全省县级邮政第一。他们的闪光点到

底在哪儿？反复询问后，我们这些“挑

剔”的记者也没能得到心满意足的答

案。带着这个问题，我们深入城固县

分公司金融业务部、农村支局和“职工

小家”，跟随邮政职工走访村民。随着

采访调研的深入，我发现邮政职工在

交流时的礼貌谦逊和工作中的细节把

控，都带着直抵人心的力量——这或

许就是城固邮政推进高质量发展、成

功获客吸金的秘诀。

在“流量为王”的时代，只有那些

饱含温情、直抵人心的作品才是高质

量的作品。作为邮政记者，每一次采

访、每一次报道、每一次拍摄，都要用

心用情，打磨出真正有温度、有深度

的精品力作，哪怕跋山涉水、风餐露

宿，我也心甘情愿！

臧弋萱 用心写好每一篇报道

专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