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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邮政记者队伍的优秀代表，在媒体

深度融合发展的大背景下，他们以对新

闻工作的满腔热情践行“四力”；用手中的笔和镜头

记录中国邮政日新月异的变化；扎根基层讲述邮政

人创新求变的励志故事，为我们呈现出一篇篇鲜活、

优质的新闻稿件。

11月 28日至29日，2023年《中国邮政报》社全

国通联工作会议在京召开，柏滨丰等 12名在新闻宣

传工作中业绩突出的同志被授予“优秀记者”称号。

在此，我们对 12位“优秀记者”表示祝贺，同时一起来

聆听他们的获奖心声。

从事新闻宣传工作近 20 年，我

从省报写向“家报”，从省报记者接

力为“家报”驻地记者，写出了很多

“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扎

实作品。

从 业 20 年 ，我 始 终 牢 记 ，想 洞

察 社 情 民 意 ，就 得 用 沾 满 泥 土 的

“ 铁 脚 板 ”去 深 入 ；想 倾 听 基 层 心

声 ，就 得 和 一 线 员 工 同 坐 一 条 板

凳。唯有扎扎实实“蹲下去”，才能

取得“真经”。

从 业 20 年 ，我 更 深 刻 认 识 到 ：

新闻宣传工作干得怎么样，关键就

是看“服务大局、提振信心、展示气

象 ”做 得 好 不 好 ，就 是 看 有 没 有 在

“聚共识、强信心”上下足功夫。

“ 优 秀 记 者 ”的 荣 誉 是 对 我 的

肯定。今后，我将一如既往坚持深

耕江苏、解读邮政；深度优先、内容

为王；质效并举、纵贯三级，让更多

邮政好声音穿透行业、抵达社会。

冬日，收获一份职业荣誉，犹如

农人看着堆满粮食的粮仓，喜悦、骄

傲之情充溢其中。丰收只是对过往

劳作的褒奖，未来不敢有丝毫懈怠。

耕耘、奔走在邮政新闻这片土地

上，有过欢愉的时光，也有过疲倦的

日子。曾想过放弃，但真是很难，因

为内心的热爱，我放不下这蓬勃发展

的事业、舍不得这生长无限的土地。

望着冬日休养生息的土地，我尝试回

到新闻原点。新闻原点是什么？是

对事物本真的发现、探究与表达。新

闻原点在哪里？就在中国邮政高质

量发展的火热现场。

那就从原点出发吧！奔赴基层

一线，抵达新闻现场，打开所有的感

官，去看、去听、去触摸、去思考邮政

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使出全媒体

的本领，去写、去拍、去呈现、去共情

邮政人的奋进姿态，为这个向上、美

好的时代，留下点滴明日的历史。

两年前，在各种机缘巧合之下，我

又回到了阔别 10 年之久的邮政新闻

宣传战线，当时心中甚是惶恐。

为尽快了解企业中心工作，我“蹭”

各种会，看厚厚的文件资料，与各专业

板块的专家聊天，研究业务发展的“底

层逻辑”。有人不理解，有人说我太认

真。其实，这不过是一名新闻从业人员

的基本功而已。如果真要问起原因的

话，还是来自内心对新闻工作的敬畏

感——落笔之时，似有千斤重担。每次

写稿时，内心总有个声音在鞭策自

己——好好写啊！基层好不容易干出

来的成功案例，可能会给其他单位提供

思路；好好写啊！这篇报道可能会提振

一线员工的信心呢……

当手指敲动键盘“嗒嗒”作响之

时，我经常会进入“另一个世界”。在

那个世界里，充满了被采访者真诚的

眼神和朴实无华的语言。我想，这就

是我的初心所在！

12月的吉林大地一片银装素裹，

今年是我在吉林省邮政分公司新闻

宣传岗位上度过的第 6个冬天。每逢

长春下初雪的时候，我都会裹上最厚

的衣服，带好相机，跟着揽投员拍摄

雪天投递的照片。结着冰碴的睫毛、

冻得通红的双手，在拍摄到满意的照

片后都被遗忘到脑后。

从通讯员到兼职记者再到专职

记者，在报道邮政故事、宣传企业发

展的同时，自己的点滴成长也被《中

国邮政报》记录了下来。时至今日，

我已在《中国邮政报》上刊发了上百

篇报道。

日月更迭，光影流转，“优秀记

者”的荣誉是肯定也是激励。我将

始终坚守初心、怀揣理想，以笔尖记

录邮政故事，用镜头见证企业发展。

我获奖了。今天，我要说一说当

一名记者有哪些很爽的点。

人们常说，“有人的地方就有中国

邮政”，所以邮政记者总能去到常人去

不了的地方，见到常人见不到的人。

就问你，爽不爽？

时常感知、品味到直抵人心的力

量，是当记者特有的“福利”。你采访

的对象就是你奋进的动力，他们的事

迹就是你人生的充电桩。就问你，爽

不爽？

出席大大小小的活动，深入各板

块采访，不仅能让你站在企业发展潮

头获取前沿资讯，直面各级领导和“专

业大牛”，更是对思维、认知、眼界、格

局的洗礼。就问你，爽不爽？

欢迎各位有志青年加入邮政新闻

人行列。相信我，当你写成一篇稿件

发表在《中国邮政报》上，当你在报纸

上看到自己的名字时，那种感觉特别

爽！

从第一次攀上悬崖村到三进若

尔盖，从雪线邮路一路记录到远赴吉

林蹲点采访，作为《中国邮政报》专职

记者，我脚步匆匆，努力挖掘感人至

深的邮人故事，奋力捕捉企业高质量

发展的点点滴滴。

一条邮路能有多艰辛？从康定

到德格，路途上车多弯多暗冰多，有

着 30 多年驾驶经验的甘孜县分公司

邮车驾驶员其美多吉跟我分享了在

这条邮路上惊心动魄的往事。

一条邮路能传递幸福？沿着班

佑河到草原深处，若尔盖大草原的地

貌复杂多样，若尔盖县分公司乡邮员

哈弄夺机向我讲述了他多次与死神

擦肩但又总能将包裹安全送达的故

事。

作为一名“新手”，我将紧跟行业

发展趋势，借掌中镜展现邮政人一心

为民的熠熠风采，用手中笔书写中国

邮政胸怀“国之大者”的崭新篇章。

万多多 见证初心 书写新篇四川

回忆十年来我的新闻宣传工作

历程，一个个镜头逐渐浮现在眼前。

犹记得第一次独立采访时的懵懂、第

一次参加大型采访活动时的兴奋、第

一次获得“优秀记者”时的欣喜；也记

得，在东北的数九寒天里采访冻到流

泪的无助、组织稿件没有灵感时绞尽

脑汁的抓狂；还记得，与受访者聊到

兴起时的酣畅、情到哽咽处潸然的泪

水……这是拼搏奋进的十年、茁壮成

长的十年。

作 为 一 名 邮 政 新 闻 宣 传 工 作

者 ，记 录 邮 政 人 的 点 滴 ，我 如 数 家

珍 ；亲 历 邮 政 改 革 转 型 ，我 心 怀 感

恩；见证企业高质量发展，我满腔热

情。我将持续关注邮政转型发展、

关注邮政人的故事，采写更多有力

度、有温度的报道。

今年是我担任《中国邮政报》专

职记者的第 3 年。当初毅然从工作

多年的业务条线转战新闻阵地，是

什么给了我勇气？答案是我与报社

特别的缘分。

2015年，一次跟班学习让我与报

社有了第一次“触电”。那次学习，不

仅使我开拓了眼界，丰富了新闻写作

技巧，也点燃了我对新闻工作的热

情。2018年，“绿水青山 最美邮路”海

口站路跑活动举办期间，我有幸加入

报社的直播采访团队，真正过了一把

“记者瘾”。2020年底，我正式走上新

闻工作岗位，在报社的培养和帮助下，

业务能力日渐精进。这次能获得“优

秀记者”称号，对我既是肯定，更是鞭

策。跟随着报社的脚步，我相信，自己

在新闻道路上一定能越走越远。

“灯儿明精神爽，它为人民发光，

我为人民工作忙……”随《中国邮政

报》采访组赴延安采访时，我在中共中

央机要局旧址读到了这首《机要歌》，

从此就记在了心里，鼓舞自己向光而

行，做时代的追光者。

在延安采访红色邮路上的邮递员

后人时，可敬的老一辈邮政人是我前行

的光；走进陕西省商洛市柞水县的木耳

大棚，听当地群众讲述邮政人助力电商

发展的作为时，我看到邮政人就是群众

眼里的光；在江苏省常州市采访邮区中

心开创“九连环”发展模式时，我看到邮

政员工身上散发着自信的光。

在报社组织的主题采访中，我一

次次走近光、认识光。衷心感谢“家

报”给了我们这样的机会！让我们向

光而行，步履不停。

接 过 红 彤 彤 沉 甸 甸 的 荣 誉 证

书，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这是我作

为一名新闻工作者成长的记录，更

是各位领导、老师、同仁们对我帮助

的结果。

20 余年的新闻采访路，我追寻

着邮政新闻前辈们的脚步，体会着

邮政精神、探索着邮政故事，无数次

因那一份份执着和坚定而感动得落

泪，无数次因那一张张真挚而纯净

的笑脸而燃起奋斗的激情，这是邮

政人的自豪，更是作为邮政新闻工

作 者 成 长 中 最 值 得 珍 惜 的 无 价 财

富。

荣誉代表过去，同时也是照亮我

前进方向的火炬。手捧这份红得耀

眼、红得火热的荣誉，我心坚定。我

愿做一个书写邮情的火种，去燃出时

代的激情，去释放火热的温度。笔耕

不辍燎原志，矢志不渝邮政情。我将

向着下一段邮路，出发！

张丹丹 笔耕不辍 不渝邮情

周唯 贴近基层 触碰脉搏
从事新闻宣传工作越久，愈发深

刻地体会到：新闻宣传的生命在基

层！大到集团公司部署的落实落地，

小到支局、员工的发展成长历程，都能

通过新闻生动而深刻地展现。今年

11月，《浑身“蟹”数 助洪湖清水蟹旺

销》的报道见报后，揽投部的同事在微

信上这样写到：“你让我们知道基层的

付出是有回报的，看到《中国邮政报》

上的报道，我们工作更有劲儿了。”听

到这样的话，更有劲儿的是我。

在基层采访中，我一次又一次听

到这样温暖而鼓舞人心的话。去基

层，我触碰到了企业改革发展跳动的

脉搏；去基层，我找到生动实践新闻

宣传“影响力、生产力、竞争力”的方

式；去基层，我体验到这个伟大的时

代是邮政人最好的舞台。

湖北

黑龙江

柏滨丰 俯身蹲下 洞穿行业

王淼 回到源头 找寻初心

李平 来当记者 真的很爽

所越 坚守初心 怀揣理想

黄文燕 缘分特别 日渐精进

张潇 向光而行 步履不停

亢俊杰 用心用情 做好新闻

方怀银 回归原点 奔赴一线

刘昕怡 专注新闻 笔笔含“金”
作为邮政金融系统的新闻工作

者，笔记本、签字笔、相机，是我的工作

标配；及时传递邮储在皖声音、生动展

现银行服务风采，是我的工作日常。

进 入 这 个 角 色 前 ，金 融 于 我 而

言，是拿在手上摆弄半天的新版人民

币，或是满屏红绿线上下交织的行情

走势图。走上金融宣传岗位后，我心

中的金融印象才变得清晰且准确。

创业学子、新市民、致富带头人，

在一个个奋斗者背后是梦想之花的

灌溉者：他们或是奔走在田间、园区

的信贷客户经理，或是每日在网点忙

碌的银行柜员，或是常年驻村工作的

“第一书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

身份——邮储人。未来，我将继续行

走在江淮大地，记录邮储人留下的每

一个脚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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