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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初心使命，奔赴新闻现场，见证
时代风云；守望公平正义，触摸时代脉
搏，倾听人民声音；感知人物温度，点亮
心中灯火，讲述中国故事。
“好记者讲好故事”2020年中国记者

节特别节目将于 8日在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13位记者讲述他
们的采访经历和故事，展现全国新闻战
线在 2020 年重大新闻事件中的优异表
现，为新中国第二十一个记者节献礼。

他们，在一线记录时代节点

今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汉暴
发。从 1月 23 日“封城”到 4月 8日“解
封”，这座城市 76天中的每一刻都牵动
着全国人民的心。

从医生护士到急救车接线员，从医废
处理站工作人员到社区居委会书记，从刚
染病者到痊愈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记者董倩记录着当时这座城市的点点滴
滴。“我要做的，就是把我看到、感受到的
这一切，从这座自我隔离的城市中传播出
去，让更多的人同样能看到、感受到。”

全身心投入报道，感知新闻事件的锐
度深度和温度，是新闻工作者的共同追求。

把生的希望留给他人而自己错过救
治的医院院长、赶不及防护就进病房抢
救的重症病区值班医生……人民日报社
记者吴姗讲述了她的前线经历，眼中的
泪水化作指尖的报道。

湖北日报社记者柯皓分享了他在武
汉江汉方舱医院抓拍“读书哥”的故事。
“他消瘦的身体，在这一瞬间传递出了强
大的力量。让我们看见的，是武汉这座
英雄的城市和英雄的武汉人民，面对疫
魔的镇定和从容。”柯皓说，“在这场抗击
疫情的‘武汉保卫战’中，镜头既是我的
武器，也是我的眼睛。”

新闻人永远在现场。
疫情期间，新华社湖北分社记者熊

琦十多次进入“红区”采访，希望尽可能
多地贴近现场，并记录下除夕夜武汉大
学中南医院的重症隔离病房。
“唯有怀着赤子之心，用责任和担当

守望新闻理想，用青春与热血践行‘四
力’，才能做好这个伟大的时代的记录
者，才能无愧‘记者’二字被赋予的无上
荣光！”他说。

他们，用报道传递人民心声

“国家保护动物偷吃了农户地里的
种子，谁来赔？”“政府安置房为什么会变
成 D级危房？”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记
者王瑾锦讲述了一次次用平等对话和理
性交流推动政风行风变革的故事。

对新闻工作者而言，只有担当党的
政策主张的传播者、时代风云的记录者、
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
才能与受众一起跨越千山万水，触摸时
代的脉搏。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记者雷蒙讲述了
内蒙古大草原上近 40年牧民的三场比
赛，从比养羊致富到比生态效益，比出了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道理。新
疆喀什疏勒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阿依帕
夏·图拉普讲述了喀什叶城县 1.4万名建
档立卡贫困户易地搬迁的脱贫故事……

新闻记者，常常寻找平凡人身上的闪
光点，使之成为照亮中国前行的温暖灯火。

光明日报社记者常河分享了乡村退
休教师叶连平的故事，这位义务为留守
儿童补习英语 21年的退休教师自谦“是
只萤火虫”。“但正是这个乡村不起眼的
萤火虫，照亮了留守儿童的天空，成为他
们歧路彷徨时的‘燃灯者’和暗夜流泪时
的亲情呵护者。”

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记者孙伟帅讲
述了两个特别军礼的故事：扫雷英雄杜
富国空荡荡的袖子在空中划出一道弧
线，“人民功臣”张富清用力站直身体向

年轻战友庄严回礼。“军人，就要时刻把
使命扛在肩上。”

他们，用行动讲好中国故事

从“北斗”到“天问”，从珠峰高程测
量到 5G时代加速到来，每一次国家壮举
的背后，都有新闻工作者尽力讲好中国
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身影。

陕西广播电视台记者薛嘉茜讲述了
国测一队两代人三位攀登者的故事。“他
们不畏山高路险，泯笑生死一线，将一个
个奋勇攀登、越是艰险越向前的中国身
影，留给全世界，也留在你我心间！”

新闻记者，常常将脚下的泥土变成
笔尖的芬芳，把心中的感动化成鼓舞人
心的力量。

在西藏那曲市双湖县中心小学，一
对来自山东的夫妻，教书育人 11年，把
学生的汉语成绩平均分从 7.8分提高到
82.3 分。“我想把那里的人和事、那里的
发展变化说给更多人听，我想把那片雪
域高原代代传承的精神说给你听。”西藏
广播电视台记者曲小岑说。

长城新媒体集团记者高航讲述了
“飞机吃火车”的故事——中车唐山公司
在不可抗力的影响下不计成本，用飞机
运火车，准时交付。“这是中国承诺的印
证，更是大国责任的担当！”高航说。

新闻记者，常常展现祖国不断繁荣
富强的风貌，在复杂的舆论环境中乘风
破浪。

在敦煌骑着骆驼向海外受众讲述丝
绸之路的故事；在全国两会上用Vlog展
现特殊之年的中国政治盛会……新华社
记者商洋在和海外网友的交流互动中，
感受到了他们对中国的关注和赞叹。“向
世界展现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我感到使命的艰巨与光荣。”
（新华社北京11月7日电 记者白

瀛、何凡）

聆听“好记者”的“好故事”
—写在第二十一个记者节到来之际

和平鸽图案已经暗淡，“和平万岁”4
个字依旧醒目——这是 1953年 10月，中
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赠送给志愿军
的纪念章。这枚历经炮火硝烟洗礼的纪
念章，如今静静摆放在中国人民革命军
事博物馆的展柜中。

为了和平，290 万志愿军官兵雄赳
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为了和平，19
万英雄儿女浴血奋战，牺牲在异国他
乡。当年之所以能够在与敌方物资、装
备差距悬殊的情况下赢得这场胜利，正
是因为在志愿军将士的身后，有着亿万
民众的支持。

展板上，有这样一组数字：“1951年
6月，抗美援朝总会号召全国人民开展
武器捐献活动……截至次年 5月底，共
收到捐款 55650 亿余元（旧币），折合
3710 架飞机，尚余人民币 6230 万余元
（旧币）。”

一根旧竹筒，便是历史的见证。湖
南省湘潭县的勤杂工谭楚云老人，把挑
水挣来的零钱存在竹筒里，悉数捐献给
志愿军。
“那时候是一穷二白。”展览现场，一

位 80多岁的老奶奶感叹，“但是为了保
家卫国，我们砸锅卖铁也要支持！”

展柜中的一双乌拉鞋，吸引了不少
参观者的目光。黑龙江省支前模范田富
山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穿过的这双鞋尺码
很大，一位老者向参观者解释说，这是因
为要在鞋底垫上乌拉草、还要穿上毡袜
再穿进去。“冬天气温零下三四十摄氏
度，就靠这个保暖。”

朝鲜的冬天再冷，也冻不灭志愿军
与敌人血战到底的决心和祖国人民对前
线将士的深情。

战争打响后，国内掀起了踊跃支前
的热潮。成千上万的铁路职工、汽车司
机、医务工作者和民工，组成运输队、担
架队、医疗队，志愿开赴前线。截至
1951 年 10 月，志愿赴朝的医疗队达 50
余个、约 6000 人；全国铁路系统报名志
愿赴朝的职工达总数的 80%以上，东北
农民志愿组织骡马车队、担架队、民工
队，人数多达70余万人。

在当年的《参军情况通报》前，趁休
假特意赶来观展的第 80集团军某旅指
导员冯雪涛，仔细辨认着纸张上的繁体

字，一脸自豪地说：“当年我老家山东莱
阳，有很多人志愿去支前……”

子弟兵与人民的鱼水深情，就在这
补了又补的衣衫鞋袜、密密麻麻的志愿
签名中。正如毛主席在总结抗美援朝战
争胜利的经验时指出：“主要是因为我们
的战争是人民战争，全国人民支援，中朝
两国人民并肩战斗。”

70年砥砺奋进，70年鱼水情深。今
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来自军队
和全国各地的 346支医疗队、4.2万余名
医护人员奔赴湖北；19个省份对口支援
湖北省除武汉市以外 16个市州及县级
市；各地群众纷纷送去各种物资；仅 10
天时间建成可容纳 1000 张床位的火神
山医院、12天建成有 1500张床位的雷神
山医院，新建 17座方舱医院、新增万余
张床位……全国军民团结在一起，汇聚
成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
“不论形势如何发展，人民战争这个

法宝永远不能丢。”历史一再证明：只要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军民团结一心、顽强
奋斗，我们就一定能够克服一切艰难险
阻、战胜一切强大敌人！

人民战争这个法宝永远不能丢
——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主题展览侧记

■本报记者 王 钰 特约通讯员 赵 威

记者从河北雄安新区管委会了解到，作为雄安新区开发建设先行区，容东片区内的雄安新区商务服务中心、安置房等项目有

序推进，全力保障建设质量、工期。图为11月6日无人机拍摄的河北雄安新区容东片区安置房项目建设现场。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11月7日电 中央纪
委国家监委网站 7日公布了中央和国家
机关工委等 12家单位的巡视整改进展
情况。至此，十九届中央第四轮巡视整
改进展情况全部公布。

根据中央统一部署，2019 年 9月至
11 月，十九届中央第四轮巡视对 37 个
中央和国家机关单位党组织开展常规
巡视，2020 年 1 月，巡视反馈情况集中
公布。

11月 5日至 7日，这 37家单位的巡
视整改进展情况分 3批在中央纪委国家
监委网站集中公布，接受干部群众监
督。从公布的情况看，被巡视单位党组
（党委）把抓好巡视整改作为重要政治任
务，真改实改，全面整改，扎实推动整改
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坚持把理论武装摆
在首位，以政治建设为统领，认真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强

化大局意识、全局观念，聚焦主责主业，
结合职能责任把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
到实处。坚决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
求，层层压紧压实“两个责任”，完善权力
运行监督制约机制。加强对重点领域和
关键岗位领导干部的廉洁风险防范，把
补齐制度短板、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作为
巡视整改的着力点，以巡视整改为强大
动力，推动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项工作高
质量发展。

十九届中央第四轮巡视整改进展情况全部公布

西南边陲，连绵的细雨渐渐染黄
了山林。

清晨，天微亮。武警云南总队德
宏支队卫生队老队长杨波早早就在营
门口等待。已经转业待安置的他专程
赶来部队，只为带着“徒弟”何富强去
扶贫点“认门探亲”。

车辆沿着柏油路行驶，驶向云南
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陇川县户撒
阿昌族乡项姐村。

来到村头阿昌族群众戴水仙家，
老人已等候多时。“阿波，你来了呀！”
戴水仙紧紧握着杨波的手，拉他进
屋。坐下来后，杨波一边给戴水仙量

血压，一边和她拉家常。
“阿奶，我马上就要离开部队了，

今天专程来看望您。请您放心，部队
官兵依然会像亲人一样照顾您。”临走
前，杨波向老人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同样的场景，5年前也曾上演。那
时，杨波从该支队卫生员李云东手中
接过了帮扶戴水仙的“接力棒”。戴水
仙长年卧病在床，3个儿子均在外地打
工，家中无人照料。李云东得知后，十
年如一日照顾老人起居。后来，老人
奇迹般地站起来了。

据了解，开展接续帮扶 16年来，该
支队一次次派出医疗巡诊队，为项姐

村 512名村民建立健康档案；为村里 50
名困难学生发放助学礼包，帮助他们
完成学业；筹措资金硬化乡村道路，完
善基础设施；结合边境特点和民族风
情，大力扶持特色旅游产业；常态开展
党建活动，不断强化村党支部自建能
力……

如今，曾经泥泞的土路变成了平
整的水泥路，杂草丛生的“穷窝窝”变
成了种满经济作物的“聚宝盆”，阿昌
族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乌云散去，温暖的阳光穿云破雾，
洒在富饶的土地上，一根根凤尾竹笋
破土而出……

武警德宏支队16年接续帮扶少数民族群众—

爱民接力不断线
■杨红智 李定乾

蜜柚橙黄，湘莲飘香。近日，火箭
军某旅为湖南省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
寨牙乡汕头村援建的百亩特色种植基
地迎来大丰收。官兵们与身着民族服
饰的村民将农产品搬上采购商的货
车。对口帮扶以来，该旅帮助地方群
众发展特色种植产业，让他们走上脱
贫致富路。

汕头村地处武陵山集中连片特困
地区。山高沟深、交通不便，加上长期
以来薄弱的农业基础、单一的种植结
构，严重制约着经济发展。

治病下药，对症为先。该旅党委
成立精准扶贫工作领导小组，深入汕
头村实地调研。得知村里仍有 2个偏
远小组没通公路，该旅决定把修路作
为精准扶贫重点工程来抓，历时 8个多
月，打通一条 2.3公里长的公路。工程
竣工当天，村民敲锣打鼓、点燃鞭炮庆
贺，亲切地称这条路为“爱民路”。

该旅还邀请地方农技专家，实地
考察当地土壤、气候和水文特点。最
终，他们与村党支部研究决定，利用
当地独特自然条件，新建集蜜柚、湘

莲、蒲公英于一体的百亩特色种植基
地。为提高村民种植技术、拓宽销售
渠道，该旅还外聘专家驻村培训，搭
建互联网销售平台。如今，汕头村湘
莲年产量近 5吨，成为该村集体经济
的主导产业。

组级公路、特色种植基地等项目
全部落地，捐资助学、送医下乡、危房
改造等工作持续推进……村党支部
书记石雯学说：“有党的好政策，有子
弟兵的帮助，咱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
红火！”

火箭军某旅助力地方群众发展特色种植产业—

湘莲香飘致富路
■汪 聪 李发坤

本报讯 上海警备区专业技术二级
退休干部、原第二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主任医师、教授张晓华同志，因病于
2020年 6月 18日在上海逝世，享年91岁。

张晓华同志系安徽六安人，1929年
1月出生，1951年 1月参加工作，1961年
10 月入伍，1962 年 4 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历任医师、助教、主治医师、讲师、副
教授，第二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肝胆
外科副主任、副教授等职。

张晓华同志逝世
本报讯 湖南省军区正师职离休老

红军、原湖南省平江县人民武装部部长
陈有德同志，因病于 2020年 6月 26日在
武汉逝世，享年101岁。

陈有德同志系湖南张家界人，1919
年 4 月出生，1934 年 10 月入伍，1940 年
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战士、通信
员、班长、排长、连长、参谋，县大队副大
队长、大队长，湖南省龙山县人民武装部
部长、兵役局局长等职。

陈有德同志逝世
本报讯 陕西省军区专业技术二

级离休干部、原第四军医大学预防医学
系营养与食品卫生学教研室教授龚书
明同志，因病于 2020年 6月 22日在西安
逝世，享年 89岁。

龚书明同志系北京人，1931年 10月
出生，1949 年 5 月参加革命工作，1956
年 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学员、助
教、教员、讲师，教研室副主任、主任、教
授等职。

龚书明同志逝世

本报酒泉11月7日电 奉青玲、记
者安普忠报道：7日在我国酒泉卫星发
射中心成功首飞的谷神星一号商业运载
火箭，是我国民营火箭首次向 500km太
阳同步轨道发起挑战，任务的圆满成功
标志着我国民营火箭商业航天发射达到
新的里程碑。
“中国商业航天起步较晚，但是在国

家的鼓励和支持下，国内商业航天产业
发展迅速，成立了包括我们星河动力在
内的十几家民营火箭公司、几十家民营
卫星公司，也获得了国内资本市场的青

睐。”火箭研制方北京星河动力装备科技
有限公司总裁刘百奇说。

民营商业航天是中国航天的新生力
量，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作为中国航天的国
字号发射场，是国内第一个向民营商业航
天开放的发射场，也是国内多数固体火箭
型号首飞选择的发射场，迄今已经组织完
成了快舟系列、开拓系列、长征系列等多
型号固体火箭发射任务，实施了双曲线一
号等数次民营商业火箭发射任务。逐渐
探索形成了“首航落区一体、测发控一体、
组织计划和质量安全双线管理”的民营商

业航天发射组织指挥体制。
随着民营商业航天产品状态逐渐稳

定，商业卫星对运载市场需求持续高涨，
民营商业航天企业将步入大规模、工业
化批量生产、发射阶段，固体火箭发射场
面临严峻考验。“我们将借航天城科技创
新园区建设的东风，大力推进发射场配
套条件建设，积极探索民营商业航天发
展新阶段质量安全工作新方法，促进民
营商业航天健康、有序、长远发展。”酒泉
卫星发射中心民商航天任务质量安全组
组长樊忠泽说。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助力民营商业航天快速发展

本报酒泉11月7日电 徐童、记者安
普忠报道：7日15时12分，谷神星一号运载
火箭在我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首飞，
并顺利将天启星座十一星送入预定轨道。

谷神星一号运载火箭是北京星河动
力装备科技有限公司研制的一款小型固
体商业运载火箭，可满足近地轨道微小型
卫星发射需求。搭载发射的天启星座十

一星是天启物联网星座的组成部分，主要
用于提供数据采集传输服务，由上海埃依
斯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国电高科科技
有限公司分别负责研制和应用。

谷 神 星 一 号 商 业 运 载 火 箭 首 飞 成 功
搭载发射天启星座十一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