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为民 

钱江晚报 胡大可 

大家上午好！ 

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来自浙报集团潮新闻采访中心的胡大可。

从 2004 年入职钱江晚报以来，我一直在新闻一线，且是在社会新闻

一线，我的线口是公安线，到现在还在继续。 

在座的不少是同行，都知道跑社会新闻很辛苦，但也是体验最丰

富的。为什么？因为跑社会新闻天天和最真实的基层打交道，和普通

老百姓打交道。最好的新闻线索，也就是来自这里。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三组报道，它们都来自基层一线。第一组

是潮新闻•钱江晚报坚持至今做了 4 年的小店系列报道，这组报道去

年获得了中国新闻奖三等奖；第二组是外卖小哥彭清林跳桥救人系列

报道；第三组是今年潮新闻记者帮主推的小伢儿停车场系列报道。 

这三组报道，我都亲身参与，或采编，或策划，共始终，因此感

受比较真切。 

▲小店系列报道 

先讲小店系列报道。其实，以前它叫“小时小店”系列报道，那个

时候钱江晚报的客户端小时新闻还在更新，目前已经合进潮新闻客户

端了。 

小店系列报道诞生于新冠疫情期间。 

第一次关注来自一次日常的谈版会。大家说起了疫情下的“大民

生”和“小生活”。楼下的小店值不值得关注？疫情下它们的命运是不是



民生的一环？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经济大环境？ 

小店系列就这么开始了。 

一家小店背负着一家人的生计，万家小店，点亮的是人间万盏灯

火。它们也是城市经济社会的细胞。我们认为，小店这个切口，既能

反映疫情下小微经济的发展状况，又能展现社会生活的人间烟火，是

真正的基层一线。 

从 2021 年 3 月 7 日起，钱江晚报•小时新闻正式推出“小时小店”

系列报道，通过亲历报道、深度调查、社群服务、内参等多种形式，

反映疫情下小店正在遭遇的纠结和困境，反映它们的生存状态和蓬勃

生命力。 

新闻为民，除了新闻报道和内容生产，如何进一步帮助群众办实

事解难题？我们把调查中发现的共性问题，通过内参的形式反馈给杭

州相关部门。在初期建立小店群、请各界人士为小店把脉、线下开课

教学直播、通过政协委员在浙江省两会上形成提案等之后，2022 年，

钱江晚报整合自身资源，打出“记者帮”栏目特别行动“帮帮小店”。 

“帮帮小店”从多方进行发力。对接政府部门，对受影响较大的几

大批发市场符合条件的商户进行相关租金减免；联系多股社会力量为

小店恢复线下线上经营助力。与此同时，新媒体及时滚动跟进报道、

反馈，不断形成“帮帮小店”特别行动的热度和影响力，吸引更多力量

加入…… 

2021 年 5 月，钱江晚报开启了对杭州 100 多家社区小店的深度

调查。11 路记者用半个多月时间，寻访了杭州上城、拱墅、西湖、滨



江、萧山、余杭、临平和钱塘的 104 家小店，记录他们疫情下的生存

状况，他们的忧虑与期盼，并形成了 5 万字的调查报告。 

2022 年 3 月底至 4 月上旬，钱江晚报再次由部主任带队，派出

11 路记者，用半个多月时间，走访杭城 104 家小店。去年，则是我

们的第三次调查。 

调查中，超 9 成店主表示，省市出台的各项小微经济扶持政策他

们享受不到，或者兑现力度不够强。主要原因是他们承租房屋的性质

为村集体经济的商铺、民营企业或私人的商铺。有小店店主表示，这

类性质的商铺不仅无法享受减租政策，还面临着涨租金的压力，真正

能享受到租金减免的商铺又存在二房东的情况，实际享受到减租的承

租人、小店店主少之又少。 

还有线上平台的运营成本过高，进一步稀释了店主原本微薄的利

润。调查中，店主们反映线上外卖、社区零售平台的佣金过高、流量

政策不透明，希望政府能加大对线上平台的监管力度，把利润空间还

给小店。比如一家甜品店吐槽，一款价值 20 元的蛋糕上线外卖平台，

平台抽成最高为 35%，加上给小哥的跑腿费，这款产品几乎没有利润。 

另外一个问题是，小店似乎找不到相对应的管理部门，记者曾联

系过杭州商务、市场监管等部门，他们均表示自己只管职能范围的部

分，比如商务部门回复小店不是他们关注范围，市场监管回复他们只

负责经营证照的发放等。目前找不到一个具体的职能部门或者机构，

能切实关注小店群体。 

在西湖区晴川街开快餐店，两年来坚持给骑手 6 折优惠的老板张



波，曾上过热搜。他是今年百家小时小店中受访的店主之一。“百感交

集。”他慢慢说出 4 个字。今年以来，倍感压力，他担心给骑手的优

惠会撑不住，心中非常纠结。小店因为价格实惠，老顾客多，本来不

赚小哥的钱，如果现在取消打折，心里过不去。为了纾解这种困境，

他用自己的面包车，跑货拉拉单子，送自己店里的外卖：“这样奔跑在

路上，至少一个月能赚两千元，可以填补亏空。”他相信，疫情会好转，

小店的生意一定也会好起来。问他为什么这样坚定，张波想了想说，

坚持这条路上他并不孤独，有很多和他一样的小店在奋力努力向上：

“感谢钱报，说出了我们的心声，也让更多人看到普普通通的小店，让

我们生长出力量。” 

如今，“小店调查”马上开始第四季。 

四年以来，“小店视角”则更加丝滑地融入我们的新闻内容生产中，

极大地丰富了各类报道的层次。2023 年 9 月 23 日，杭州第 19 届亚

运会在万千期盼中盛大开幕，人们的体育热情被点燃，一座城市的潜

能被激发。 

重要赛事、家门口的盛会，在此起彼伏波澜壮阔的报道叙事中，

一家本地都市报如何找到独特的角度？我们认为，体育的魅力，远不

止体育赛事本身——奔跑、拼搏，不惧前路；高潮与低谷，淘汰或进

阶，顺境与挫折；感动、温暖、思考，亦如人生。每个普通人都是自

己生活跑道上的参赛者、运动员，诠释着不凡的体育精神。由此，“千

家小店万家灯火”之“小店亚运时间”系列报道推出，从一个鲜活的视角，

呈现杭州亚运会的民间期待。 



送了 10 年免费栗子的炒货店老板，把“杭州欢迎你”印在栗子票

上；开无声咖啡馆的年轻人，同时是亚运手语志愿者；一对母女接力

长跑成就的一家 40 年老店，开发中英文菜单，卷员工们学英语…… 

亚运结束后，我们继续开启“小店写真”第二季。2023 年底我们走

进更多小店，为其中 50 家小店留下打拼的印记。 

2024 年 3 月的第一天，“小店写真”展览第二季，在杭州最新地标

杭州中心 “中心美术馆”落地。 

当“两元超市”走进杭州中心，烟火气和艺术格调，在这里奇妙融

合。 

▲外卖小哥跳桥救人系列报道 

6 月 13 日下午 1 时许，杭州西兴大桥（钱江三桥）上发生惊险

一幕——一名年轻女子从桥面上一跃而下，正当桥面上的目击们纷纷

呼救并报警时，一位正在送件的跑腿小哥紧跟着跳入钱塘江，游到了

年轻女子身边，对其展开救援。跑腿小哥跳江救人的视频被路人用手

机拍下，并发在了网上，此事很快引发了全网关注。 

潮新闻第一时间独家获得了该新闻线索、第一时间专访到了该跑

腿小哥彭清林，并以最快速度发布了细节内容最全面的独家稿件。随

后，潮新闻经过一系列的“组合拳”式报道，不断阔开传播影响力，不

断唱响最美杭州好声音和最美浙江好声音。 

当天下午 1 时 30 分左右，潮新闻采访中心记者便独家接到了该

线索，随即前往现场探访。2 时 30 分左右，潮新闻记者找到并联系

上了这名“跳桥救人”的小哥彭清林，继而对他进行了面对面独家专访。  



顺便说一下，当天潮新闻记者完成对彭清林的第一道采访后，发

现对方身体有异样，就开着私家车送他去了医院，这让他本人十分感

动，和记者成了好友。后续，由浙江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省妇女

联合会共同主办了“清风传家·德润之江——全省家风家训主题创作大

赛”。以此事为蓝本，我们创作了情景剧《追风者》，主演除了记者还

请到了彭清林本人。 

采访完成后，潮新闻记者立刻写稿、编辑视频，并于第一时间独

家首发了文图视频皆具的《全网爆赞！杭州小哥为救人从落差 12 米

的桥上跳入钱塘江》（该条内容在潮新闻客户端内阅读量 10W+）。在

同城所有媒体中，潮新闻发布的这条稿件，速度最快、内容最全、细

节最多、传播度也最广。 

稿件发布后，引发了各大媒体的集中跟进——人民日报、新华社

等国家级媒体和其他各级媒体都纷纷跟进转发潮新闻内容，由此形成

了极大的正能量传播声势。 

特别是《闪光 24 小时：跳水救人的小哥火了，他说下次还会冲

上去》这篇综合稿件中，更是点出了“最美基因”这一高度主旨——从

十年前“最美妈妈”吴菊萍生死关头义无反顾张开双臂，救回 2 岁孩子；

到杭州长运司机吴斌在驾驶大客车行驶于沪宜高速时被迎面飞来的

制动毂残片砸碎前窗玻璃后刺入腹部致肝脏破裂仍强忍疼痛将车停

稳，并提醒车内 24 名乘客安全疏散及报警；再到邮政投递员汪勇在

火场中“四进四出”，冒着大火救出邻居……杭州一直是平民英雄辈出的

城市，一个个闪闪发光的名字，一段段熠熠生辉的经历，组成了杭州



最美的版图。 

为了进一步展现媒体的人文关怀，实际上，6 月 13 日当晚，本

着以人为本的考量，潮新闻记者就连夜帮助彭清林联系了浙江中医药

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浙江省新华医院）检查。同步，彭清林为湖南张

家界桑植县人，恰巧其家乡政府工作人员在杭州学习，看到潮新闻有

关此事的报道后，连夜联系潮新闻，希望能慰问彭清林，潮新闻记者

也对此进行了积极协调。 

之后，潮新闻记者不仅陪同小哥检查，还通过多方资源，与医院

深度沟通，并且获得了医院和各大政府主管部门的积极支持，为因救

人而受伤的小哥，落实了非常合适的医疗资源，免除了小哥养伤的后

顾之忧。 

这一举动，也引发了网友的纷纷点赞。 

▲小伢儿停车场系列报道 

刚才讲述小店报道的时候，我提到了“记者帮”，在此我想插叙几

句。 

“记者帮”是钱江晚报的老品牌，也是潮新闻客户端倾听民意、为

民发声的重要窗口，更是潮新闻作为省级重大新闻传播平台主力战舰

所开辟的舆论监督主阵地。自 2 月 23 日起，迭代升级后的“记者帮”2.0

融合创新平台全新上线，通过问计于民、问需于民，为读者用户解决

急难愁盼，打造幸福美好生活，诉求帮办整体交办率在 95%以上。 

截至 3 月 25 日，“记者帮”融合创新平台上线一个月，共收到群

众来件报料 470 条，涉及教育、卫生、消费、房产等方方面面，报料



信息办结率达 95%以上。一个月以来，“记者帮”共发稿 120 余篇，推

出专题策划 6 个；10 万+稿件 2 篇，3 万+稿件 4 篇，1 万+稿件 39

篇，发布的重要稿件同步在微信公众号、抖音号等分发，取得了较好

的传播效果。现在已经 4 月，数据持续更新，我们又关注了“中国黄

金”跑路等等多个热点。同时，推出了“记者帮”问政会客厅。围绕大家

关注的热点难点，邀请部门领导、智库专家等做客互动直播间，通过

直播的方式，探讨问题解决方案。第一期关注预付式消费难题，第二

期关注电动车安全。 

我们一直相信，就算力量有限，也要始终坚持新闻为民，记者帮

能帮一桩是一桩，能解决一个问题是一个。 

实际上，“小伢儿停车场”就是潮新闻上线之后，“记者帮”打响的

第一炮。 

2023 年 2 月，潮新闻客户端上线第一天，“记者帮”栏目来到杭州

闸弄口街道红梅公园小广场，倾听居民诉求，征集民情民意。 

现场，有居民提出建设儿童专属停车位的需求。“大人的车都停好

了，那童车停哪里？”当时，一位保姆阿姨提到，小区孩子较多，不少

童车随意乱停，常常堵塞楼道口。 

在“记者帮”和社区的合力推动下，4 月 18 日，由潮新闻“记者帮”

栏目牵线的“小伢儿停车场”在闸弄口街道红梅社区亮相，居民的心愿

成功达成。 

 “小伢儿停车场”经潮新闻“记者帮”报道后，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大家纷纷为这道车轮下的友好风景点赞，很多地方还表达了想要建设



同款“小伢儿停车场”的意愿。 

为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潮新闻“记者帮”栏目决定将这一温暖

举措向杭州全城推广。在“记者帮”栏目的推动下，4 月 24 日，分布在

杭州上城、滨江、拱墅、西湖、富阳等地的首批 10 个“小伢儿停车场”

率先上线，之后，还有不少单位纷纷加入。 

为了让这道友好风景继续扩容，潮新闻“记者帮”栏目又联合杭州

市文明办、杭州市妇联向全城发出倡议：共迎亚运，共绘城市温暖底

色，让“小伢儿停车场”成为杭州城市文明的风景。 

倡议发出后，杭州各个区县市积极响应，如今，童趣满满的“小伢

儿停车场”在杭州城里茁壮成长。 

未来，潮新闻“记者帮”栏目还将推动更多“小伢儿停车场”的建设，

让它们在更广阔的天地里生根发芽。 

“小伢儿停车场”为何得到诸多掌声和共鸣？ 

因为这背后蕴含着尊重儿童需求的珍贵理念，更是共迎亚运、共

创美好的双向奔赴，彰显了杭州这座城市的文明温度。 

下一步，我们计划将“小伢儿停车场”的建设经验向全省更多地市

深入推广，并在此基础上继续扩容“小伢儿停车场”，让它成为传播文

明的新姿势、基层创新治理的新点子，打造富有浙江特色的城市治理

微细节，让更多人共享社会治理共同体成果。 

同时，还将结合这些点位，开展一系列围绕儿童文明友好的宣传

活动，让停车场成为一个传播文明的载体，通过“它”看见社会的温度。 

▲结语 



4 月 3 日，台湾花莲海域发生 7.3 级地震，杭州多地有明显震感。

潮新闻·钱江晚报各部门第一时间出击，快速整合各部资源优势，通过

文字、视频、直播等多种形式滚动播发新闻报道。由此，中国记协公

号专门发了一文，标题是《早班主任：“地震了？”》，这位早班主任就

是我本人。 

潮新闻突发类稿件发稿速度极快，一直打拼在立足本地、深耕浙

江的路上。致力于生产本地化生活化烟火气的民生新闻，也从小切口

关注浙江大事件，通过各类策划发出浙江好声音。 

最后，我要喊一句：有线索喊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