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贴近百姓，让报道“声”入人心 

                                          浙江之声王娴 

 

大家好，我是浙江广电集团浙江之声记者王娴。十年前，走进省

广电集团大门、绕过主楼弯弯曲曲的楼道时，从没想过有一天自己能

站在台上与大家一起分享采访故事，那时也不知记者二字的分量有多

重。当然，十年，我见过风雨中相互携手防抗台救灾的军民鱼水情，

见过新冠疫情下浙江医护奔赴前线的义无反顾，也在祖国心脏北京，

报道浙江代表团的“两会声音”......有幸记录、见证，只因我是记

者。 

在现场或者是在去现场的路上，是新闻工作的日常，也是这个职

业最美的姿态。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人生大抵都只有一种状态，或许

是医生、程序员、交警、设计师、快递小哥、一线工人等等，但我们，

可以依托记者这一职业身份，短暂体会这些不同的人生形态，他们会

愿意把自己的故事讲给你听，而我们就是把这种短暂的感悟再传递给

他人。如果说，演员是在一个个角色中体验百味人生，那么，我们就

是在一次次采访中感触时代脉动。都说记者是时代的瞭望者，我们又

该如何记录这个时代，讲好大家的故事呢？ 

这张照片，最左侧的这位名叫邱二宝，最右侧是他的爱人，叫许

海霞。当年是杭州朝晖垃圾中转站的一对“环卫夫妻”，坚守垃圾中

转站 11 年。这是“走转改”中我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当时因为我其

中一条线口是杭州天子岭垃圾填埋场，就报了蹲点环卫工的选题。当



时线口给了我三组候选人，有技术能人也有任劳任怨的“老黄牛”，

我选了这对夫妻，只是单纯地认为夫妻可能会有更多故事。可蹲点第

一天就被难住了，因为邱二宝是个“极尽腼腆”的人，问啥都是“嗯..

对的..好的..”，应该属于所有记者都“不喜欢”的采访对象。怎么

找到突破口、采到能用的录音？我当时决定：先不采了，和他们一起

买菜、做饭，一起扫垃圾！于是接下来的一个多礼拜，在这个站房我

学会了操作收集、压缩垃圾的机器，学会了扫垃圾的全套规定流程。

慢慢地，邱二宝可以正眼和我聊天了，和我开始有眼神交流，而她的

老婆还会偷偷和我“告状”，埋怨自己老公的种种不浪漫。最后挖到

了他们夫妻俩婚后生活在杭州的 11 年来，却从未一同去看过西湖，

一同去逛过商场和超市；长年来，他们只是通过看夹杂在垃圾中的海

报，来了解杭州举办的各种活动和城市变化；妻子许海霞想念留守在

家乡的儿子想急了，一个人背着丈夫去运河边看游船，以排遣对儿子

的思念之情……采制并选用了大量现场音及典型人物的典型音响，让

被采访者自己讲故事，使报道真实可信，让音响打动人，尤其体现了

广播专稿的广播特色。因为这次蹲点，让我学会并懂得了新闻报道深

入一线、贴近百姓、贴近生活的重要性。也更坚信记者脚下有多少泥

土，心中就有多少真情，报道就有多少力量。 

百步之内，必有芳草。这两年，自己特别幸运，由我主笔的广播

消息《全国首个！浙江为数字经济立法》获得第三十一届中国新闻奖

一等奖。四分钟不到的消息，时效上来说是条“快新闻”，因为我们



在通过后不久就推送了，但这也是一条“慢新闻”，为了这四分钟，

我足足跟了一年。 

 还记得是在省人大 238 会议室，工作人员给我们跑线记者都分

发了一份全年立法计划，其中一条就是为数字经济立法。可能当时我

的眼神放光，不过内心还是虚的很，因为没想好如何下手。怎么办？

还是老老实实“跑”起来，联系相关部门“求”他们各种调研时都能

带上我…… 

还记得在杭州城北、滨江的互联网企业调研，从夏天跟到了冬天。

烈日暴晒下，湿透的短袖、晒红的皮肤，工作人员很诧异，问：“王

娴，你要这么拼吗？你录了这么多总不是全都能用吧？不浪费吗？”

在他们的第一印象里，人大的记者也就是在常委会上、两会上、在人

民大会堂，开开会议程稿发了就可以了。我说，不浪费，因为我还不

太懂数字经济，我想让自己能更明白这个条例里的一切背景。只有我

自己懂了才能把稿子写明白、写出亮点，听众也听得明白。稿件中，

有一段企业 9秒的同期声，这是在冬日寒风中采制完成的，采访对象

很忙一直约不上，我从早上跟到了傍晚，最后在一个会场好不容易堵

上了，只给我五分钟时间，但最后我们聊了四十多分钟，还是在户外！

采访机早已冰的像“冰块”一般，左右手换着举，双手也早已冻僵完

全没有知觉……可我想要的录音采到了。 

还记得 2020 年 12 月的无数个夜晚，浙江之声 A315 办公室，安

静的办公室只听的见我们几个人的键盘打字声。“唉，专家还没采到，

这人不接电话啊”“明天经信厅的采访到时中午赶过去采访”“这段



录音先翻出同期文字，我们再仔细选”，无数次觉得采访推进无望，

但又在互相鼓励中坚持……在这篇四分钟不到的广播消息里，我们一

共用了 7段同期声、6位采访对象，但其实大家采制的录音远远不止

这些，光采访对象就约了 20多位。 我们常说，新闻稿件，七分靠采，

三分靠写。也正是与同事们一起一遍遍地采访、一次次地追问，才让

我们在落笔成稿时紧紧抓住了亮点并进行深度挖掘，延展报道厚度。

“沉下去”的采访功夫越扎实，“浮上来”的新闻必定也越出彩。 

因为疫情，连续 5年全国两会，作为浙江之声唯一一位浙江代表

团的随团记者，在北京，我既要盯着广播新闻口的人大议程稿、还得

挖掘亮点稿、拍采新媒体。每每这个时候，人大的工作人员们也总会

尽可能地帮助我，每次看见我在驻地“扫楼式”各种抓采代表，都会

问需不需要他们帮我约或者代表们也会尽可能地配合我的时间，也抓

到了一些好新闻，例如《“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明确提出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消息，采制这

个稿件同样“惊心动魄”，其中一段代表俞学文的录音是在机舱里采

制的，满舱的代表帮我找他，喊俞学文呢？....飞机已在跑道滑行了，

还在手机上回传这段录音，尽全力在第一时间，将极具浙江特色、标

识度的新闻进行报道播出。 

因为疫情，我也认识了一大群医护朋友。这是我另外一条负责的

线口——省卫健委。 

照片上的这位，是浙大一院 ICU主任医师郑霞，她是我省第一位

抵达武汉的援鄂医护，与她相识从这个最飒的背影开始。还记得那天



是大年二九，杭州飘着小雨，当街上行人匆匆，憧憬新年的到来，我

在赶往医院的路上。受国家卫健委指派，郑霞已经收拾好行李准备赶

往车站，奔赴武汉。孤身一人的她一定要在武汉关闭所有交通要道前，

挺进金银潭医院。临行前，她与我说的最多的就是一定要分秒必争抵

达医院。送上火车，四个多小时后，我与她开始了七十多天的“电话

情缘”，哪怕是我在被隔离期间，采访也一直未中断。年三十晚，一

个人留守杭州的我泡了个泡面，抱着手机，一直等着前方的消息。九

点多，电话响了，聊了半个多小时，兴奋的是大年初一有稿了！更关

键的是可以不用害怕被领导催稿了！但我年三十的大餐，泡面早已绵

的一塌糊涂，可这碗泡面吃的真香！从这天起，浙江之声最先推出了

《驰援日记》，因为融媒体需要，总希望能有前方最及时的照片、视

频，小编们总会问我，有图吗？有视频吗？我也想，可郑霞每天给我

传的照片都是同一时刻的同一个场景，就是我身后这张。为什么？因

为这是她每天起床后，唯一能与外界接触时、进医院前随手咔的一张。

在前线每天都在啃硬骨头，每天都在重症区狂奔，每天都在不停地找

有效的治疗办法。她说，很多时候，她抢救完这边的患者，马上又得

赶到另一床。任凭防护服内的衣物湿了干、干了再湿。 

这一天，郑霞很开心地给我传了这样一张照片，这是她第一次主

动给我发照片，她说要干了这碗饭，因为有个重症患者上完 ECMO 抢

救成功了！这也是我第一次在电话里听见她笑着说，就像看见了胜利

的希望，大家都在期待早日凯旋。 



在武汉，我省的 2018 位医护，他们从冬天走到春天，见过武汉

空荡无人的街道，也见证了武汉复苏重启的春天，他们逆行江城，夜

行点灯，用生命护佑生命，为武汉按下重启键。而我在浙江，那 4个

多月虽然每天几乎只能睡两三个小时，但很荣幸陪着他们一起哭过、

笑过。似乎有些冥冥注定，收获了一票医护友情也为我后面追踪蹲点

的浙江省市县实现医学互认的采访埋下“伏笔”。 

获得第三十二届中国新闻奖的《浙江在全国首创省市县三级医学

检查互认共享》，为了这个标题，浙江努力了十六年。为了这个稿件，

我和同事也蹲点了无数个月。从全省最后一个接入“浙医互认”平台

的金华，到省会杭州、相对边远的衢州、丽水、舟山等等，几乎跑遍

了全省各区域的医院，蹲采了无数患者。因为当时采写这个稿件时，

同时还兼顾着负责另外一组系列报道和一条评论，所以那段时间几乎

不是在四处赶现场、就是在路上车里就已经开始整理录音素材，连夜

采访北京方面的业界权威专家，通宵准备稿件。独家采访了多位负责

互认工作的核心人物，全部录音素材接近10个小时，而我们从这些累

积素材中中选择了最具典型的细节讲故事。通过这些细节的呈现，让

人产生情景连想和体验。比如市民对＂浙医互认＂的体验感受，只要

带一个手机，什么都有了；再比如，对省卫健委医政医管处处长付铁

红的描写：＂这位大家眼中的｀铁娘子＇，今年光现场推进会就开了

不下30场，场场火药味十足。谁推进工作慢，存在问题多，谁就往前

坐。＂略略几笔，精神面貌、工作状态跃然眼前，使听众沉浸式体验

到这项改革推进的力度和节奏。 



当然，我们并不仅仅局限于让百姓享受到了数据所带来的便利，

而是努力去挖掘浙江数字化改革向纵深发展的背景下，省卫健委以破

冰者的勇气去破局，正如北京大学中国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玲所

说，“浙医互认”更深层次的意义是对整个医疗体制的重塑，这也是

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标志性成果。 

用脚力跑出好新闻，让报道有温度，是我们常说的一句话。汗水

永远是写作的墨汁，不到基层发现不了新闻，不找好的角度写不好新

闻，不发现生动细节同样也写不活新闻。在今年年初新春走基层中，

我们策划了一组蹲点报道《“看不见的”春运守护人》，分别推出“春

运候车厅守夜人的 18000步” “用 1毫米的坚守护春运回家千万里”

“万无一失，一失万无！房建巡检工坚守的 50米 ”等报道。春运年

年有，如何在“四季歌”上唱出“新花朵”，唯有走深走实走心，才

能传递温暖力量，我们采制的每个工种几乎都是通宵采访。例如稿件

“春运候车厅守夜人的 18000步”，主角铁路杭州站客运值班人员洪

腾每晚 11 点多，当送走车站最后一位旅客，他的工作才刚开始，而

陪伴他的只有整个候车大厅的椅凳。为了真实展现他的工作状态，我

们的记者方梦玲和他一起值守，从清查清查滞留旅客、整理遗失物品、

凌晨一点巡视车站、凌晨两点巡视施工、凌晨三点半巡视车底，五点

验收施工情况，全程拍摄记录，采到了很多直抵人心的同期，例如洪

腾说，“看着旅客大包小包地上车，安全到家、快乐回家，挺有成就

感。成就不一定在白天里展现出来的才叫做英雄，站在黑夜里面，在

这个小小的岗位上也是一种。”记者张泽沣、乔英明跟随高铁线路工



区工长刘豹时，为了拍摄画面能更完美，低温露天的情况下，一遍遍

地在轨道边抓拍细节，主动将原本凌晨一点多能完成的拍摄任务一延

再延，直至凌晨三四点，他们并无怨言，拍到满意才肯离场；记者祝

荣韬、何宜跟随房建段巡检工朱强和工友们，爬上 50 米高的东站站

房楼顶，从下小雨拍到了飘起小雪，尽管双手冻红但依然坚持，自嘲

“在东站站房顶这角度欣赏杭州，真酷。” 

也正是因为大家的用心，这组系列短视频在中国蓝新闻客户端、

Z视介、美丽浙江融媒矩阵发布后，新华社、央视、人民日报等央媒

平台纷纷转载，单条阅读量均破百万，极目新闻、齐鲁晚报、大象新

闻、济南时报、河南新闻广播等全国各地媒体掀起转发热潮，视频在

微信、微博、抖音、快手等平台同步播发，全网综合播量超 8000万。 

脚力是记者自觉践行群众路线，努力深入基层、深入生活、深入

群众的能力。我想，这样的作品才能既接“上线”，又接地气。只有

“走下去”才能“上得来”。我们“走下去”，不是做给别人看的；

是自觉想走、主动想走，也只有认认真真、脚踏实地，我们的业务能

力才能“上得来”。  

去年，根据省委主要领导指示要求，我们开始承担外省（区市）

党政代表团来浙江考察，需配备随行广播讲解任务。目前已完成北京、

宁夏、陕西、云南、辽宁、广西、贵州、青海、安徽、黑龙江等15

个党政代表团的讲解任务，由我负责的团队也是得到了省委书记易炼

红等省委领导的批示和接见。虽然讲解稿它有别于一般的稿件，但每

次讲解任务其实特别需要发扬“走转改”精神。压力是一方面，讲解



稿怎么出彩？如何让大家“听”见浙江，入脑入心？答案是：深挖共

通点，引发两地共情共鸣。稿件目前一次都是35000字——40000字的

区间。每次随行广播正式开始前，我们都会对他们走访的每个点位进

行深入踩点，特别是负责撰写讲解稿的记者，每次都会翻阅查找考察

点背后的故事，深入挖掘此考察点与党政代表团所在省份共通的故事

和细节，为随行广播“烹饪”丰富多彩的“信息美食”，讲好浙江故

事。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还承担着日常的采访任务，有各自线口上的活

动报道，所以很多时候大家都是连夜通宵赶稿。例如北京党政代表团

时，前一晚因杭州突降暴雨，杭州多处受淹，我们赶完早新闻稿子已

是凌晨两点半，随行广播车队六点就得集合出发，眯了不到三小时，

继续精神抖擞地出现在讲解任务现场。这些就是我们的工作常态，节

奏很快、任务很重，但每一次都是收获。 

曾学播音的我做记者，是为了实现儿时的愿望，去很多地方、见

很多人、听很多故事。而这些，不经意间这几年在ZMG一一实现。十

九大、全国两会、G20杭州峰会、杭州亚运会等重大场合的“畅通无

阻”，亦或台风、疫情等突发事件的“逆行战斗”；有与行业大佬的

坐而论道，也有为百姓发声的日夜坚守，和无数采访嘉宾在不同的人

生里遇见惊喜、见证奇迹。 

记者是一个自带光环的职业，在重大场合“畅通无阻”，在报纸

上和电脑前挥斥方遒，在嘉宾面前深情对谈……但很少有人看到光环

的背后是追赶时间、是反复揣摩、是挑灯奋战……但我也庆幸自己选

择了这一行，因为我可以在第一时间传递真相，可以在时代的发展中



解读行业，可以在成长的路上接触不同的场景。我想，很多年过去，

就算时光模糊了生活的记忆，那些蹲地写稿、追赶采访和嘉宾畅谈人

生的职业记忆会依然清晰。 

在“万物皆媒”的今天，虽然信息传播形式迥异，但我相信“内

容为王”这一规律依旧没变，呼应主题、贴近民众、直抵人心的好新

闻任何时候都是“香饽饽”。今年三八妇女节，集团要推送一期 ZMG

女性代表风采....办公室问我该怎么形容你？我说我就是一个“精神

分裂”的记者，一会出现在时政报道现场、一会儿在突发新闻现场、

一会儿在高大上的重大活动现场，一会儿又扎进了田间地头，但这就

是我的工作常态，也正是这样的一次次历练，让我的生活充实无比。 

最近，我们省广电集团出了一款刷屏雪糕，上面印着这样一句话

——热爱热爱的力量。是啊，因为热爱，所以执着；因为热爱，所以

坚守；坚守，只为赤子之心守望时代。 

记者，记着。记着初心、记着百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