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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有担当有情怀的记录者
记者，时代的见证者、记录者。见证和

记录时代变迁，推动社会进步，这是记者的
责任，更是新闻人的荣光。做好每一个时代
变迁节点的记录，就是见证社会进步的又一
次跨越。

4 月 9 日 ，本 报“ 寻 访 红 色 足 迹

书写时代印记”全媒体大型新闻行动

正式启动，永康日报媒体记者以实际

行动践行中宣部、省委宣传部“四力”

教育实践要求。这也是新时代赋予

全媒体记者的责任，使命光荣。

记 者 ，时 代 的 见 证 者 、记 录 者 。

见 证 和 记 录 时 代 变 迁 ，推 动 社 会 进

步，这是记者的责任，更是新闻人的

荣光。在广阔的生活现场，无处不有

记者们的守望。记得 3 年前本报组织

的大型新闻行动，沿着一批老报人相

隔 24 年时的“边界行”征程，再次环

永康“边界行”，开启新一代报人新闻

为民的逐梦旅程，用脚步丈量民情，

用笔触和镜头记录一个个难忘的瞬

间，见证改革开放的时代变迁。

时代沧桑变迁，新闻媒体也在随

着时代的变迁与时俱进，传统纸媒已

经向平面立体各种形态的全媒体进

军，采编手段不可同日而语。尤其改

革开放 40 年来，经济社会变化覆地翻

天，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时不我

待，更是新闻人书写时代印记、讲好红

色故事、唱响主旋律的大好时机。这

次本报领导班子成员带队，全体采编

人员分成 12 个组，深入永康红色老

区、革命根据地，围绕“寻访红色足迹

书写时代印记”这一主线，对红色记忆

进行记录、整理，利用报、网、端、微、视

频等各种媒体形态，立体讲述红色基

因的传承，报道“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的典型，并结合时代特点，书写永康人

在时代征程中的辉煌成就，就是一次

最好的见证和记录实践。

白 墙 黑 瓦 、新 楼 矗 立 ，道 路 宽

阔 ，环 境 整 洁 ⋯⋯ 方 岩 安 置 区 焕 然

一新。记者笔下生花：岩下村 75 岁

村民程圣南住进小儿子花 200 多万

元装修的新房子“可舒服了”；橙麓

村村民程高潮全家从老土房到 4 层

半洋房，一年房租就有七八万元；一

个 集 居 住 休 闲 、旅 游 集 散 、旅 游 服

务、文化娱乐、行政商业为一体的魅

力 旅 游 小 镇 蓝 图 在 眼 前 徐 徐 展 开

⋯⋯这些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以来

村 民 们 实 实 在 在 的 获 得 感 和 幸 福

感，如果不是记者笔下生花，很少人

会知道。

我们要做一个有担当有情怀的

记 录 者 ，让 更 多 读 者 读 到 真 实 有 趣

的新闻。这次本报“寻访红色足迹

书 写 时 代 印 记 ”全 媒 体 大 型 新 闻 行

动 中 ，应 该 会 发 现 和 挖 掘 很 多 好 故

事 。 如 自 古 称 为“ 人 间 仙 境 ”的 方

岩 ，是 我 市 重 要 的“ 红 色 地 标 ”⋯⋯

用饱含深情的笔触讲好这些见证了

历史沧桑、新时代方岩之变的“红色

印迹”故事，反映了记者对新闻理想

的 不 懈 追 求 ，对 新 闻 职 业 的 勇 敢 担

当 与 坚 守 ，会 在 永 康 新 闻 史 上 留 下

浓墨重彩一笔。

今年，我们将迎来新中国 70 周年

华诞，又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之

年，值此重要节点，“寻访红色足迹

书写时代印记”全媒体大型新闻行动

更具现实意义。时代变迁越快，鲜活

新闻素材越多。做好每一个时代变

迁节点的记录，就是见证社会进步的

又一次跨越。新时代新征程，成就新

闻人大显身手。乐见本报新闻人通

过此次采访活动，坚守初心，与新时

代贴得更近，不断提高传播力、引导

力、影响力、公信力，在媒体融合、行

业竞争的大潮中增进职业本领，立于

不败之地。

□本报特约评论员
王国荣

清廉是一种传承、一种美德、一种力量，
文化可启迪思想、陶冶情操、温润心灵。在
永康新腾飞的征程中，清廉文化应该先行一
步，通过从上到下、由表入里、纵横交织的熏
陶，早日实现清廉永康目标。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

魂。清廉故事是坚定文化自信、精品

奉献人民、明德引领风尚的缩影。近

日，“学习强国”发布了《永远的丰碑·
刘英》，省委党史研究室也编辑了刘英

的 清 廉 故 事 ——“ 群 众 利 益 侵 犯 不

得”，讲好清廉故事，弘扬廉洁文化，涵

养清风正气，这是继不敢腐、不能腐之

后，从源头和精神层面构建不想腐堤

坝的有益探索。

刘英的清廉故事讲述的是他在任

浙江省委书记和省军区政委时发生的

三件小事。一件是刘英率部队进西山

村时，警卫员私自在刘英的米粉干里

放了辣椒，结果被刘英发现是从老乡

园子里摘来的，得知警卫员在园地里

留下了 6 个铜板后，又亲自检查确认无

误后才放心吃。一件是老乡给刘英烧

了一碗“红糖鸡蛋冲陈酒”，刘英却叫

老人家喝，两人推来推去，最后是分着

喝了。还有一件事，部队要转移，刘英

发现战士们原先向房东借用的 5 捆稻

草，只归还了4捆，虽然总数量没少，但

刘英执意为老乡补上1捆的钱。

把人民的利益放在最高位置，这些

小故事透露出革命年代党的干部高尚

情操，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这样的党

怎会不赢得人民的拥戴？我想为刘英

清廉故事续添几笔。前年春天，我和有

关领导到北京出差时拜访了刘英的儿

子刘锡荣，他住在普通的套房，家具也

很普通。担任过高级领导干部的刘锡

荣继承好家风，从不为儿子说情打招

呼，近些年清明扫墓也是悄悄地来回，

不惊动市领导。清廉是纯洁的源头活

水，是永恒的精神财富，是干事的不竭

动力。清廉故事题材很多，只是我们有

没有去挖掘、去整理、去宣讲。

讲好清廉故事要充分挖掘地方廉

政教育资源。市纪委监委把本土古山

胡则、芝英应宝时、方岩程文德、江南

周琦、花街潘国诏、舟山黄卷、西城王

崇、开发区林大忠等廉政事迹再次挖

掘，通过举办廉政故事大赛、拍摄廉政

婺剧、微视频等方式，让永康历史名人

廉政文化大放异彩。花街镇纪委深入

挖掘了尚仁村潘国诏的清廉故事。他

是清嘉庆五年(1800 年)拔贡，曾任沧州

知州兼天津通判，为官清正，深得百姓

拥戴。《天津通判传略》记录了潘国诏

一生表里如一、上下如一、始终如一的

清廉故事。一个个挖掘、一个个宣传、

一个个弘扬，因其具有地方性、接近

性、可学性，完全可以成为清廉教育的

生动素材。

讲好清廉故事要与家风建设结合

起来。《论语·季氏》中记载的祸起萧

墙，比喻身边的人带来灾祸。一个家

庭家风要传承好，长辈的言传身教十

分关键。有的领导干部被查处后，坦

言平时热衷于打扑克、搓麻将，清廉故

事 一 知 半 解 ，党 章 党 纪 知 识 抛 之 脑

后。林则徐说:“子孙若如我，留钱有何

用？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

我，留钱有何用？愚而多财，则增其

过。”我们难以做到林则徐的教育之

法，但应牢记“公生明、廉生威”，家风

不好必起祸乱，多向清廉之士学习，要

求子女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求子

女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

清廉是一种传承、一种美德、一种

力量，文化可启迪思想、陶冶情操、温

润心灵。在永康新腾飞的征程中，清

廉文化应该先行一步，通过从上到下、

由表入里、纵横交织的熏陶，早日实现

清廉永康目标。

讲好清廉故事，涵养清风正气
□本报特约评论员

赵开浪

□本报特约评论员
薛建国

永康人好，是永康快速发展和可持续发
展的重要基础。好人让人愉悦，好人让人亲
近，好人让放心，好人是永康最大的“软实
力”。因为人好，永康走得正、行得远；也因为
人好，永康留得住人，也拴得住心。

一座城市因触手可得的温情而美好

前几天，徐大伯在上海动做了一个

肺部手术，术后回到永康家中修养身

体。由于肺部恢复需要，徐大伯必须随

身携带一个便携式呼吸机辅助。便携

式呼吸机需要充电，每次充满电能工作

4-5个小时。

没想到本月 5 日晚上，家中突然断

电，而此时徐大伯身上的呼吸机只剩一

格电量，如果不能及时充电，徐大白将

面临生命危险。于是一场生命救援由

此展开：邻居得知消息，及时赶回家，打

开车库门，让徐大伯就近充电；8890 便

民服务平台电话一拨就灵，供电所的师

傅十分钟内赶到徐大伯家中，用了不到

十分钟恢复通电⋯⋯这是一场生命接

力，也是一场爱心接力，只要有一个环

节出现差池，后果就不堪设想。

永康是一个怎样的城市？没去过

永康的人可能说不上来，有些去过的

人可能描述也是表象的，即对城市的

建设印象，如绿化、街道、广场、高楼

等。但可以肯定，只要你得知这一发

生在徐大伯身上的救命故事，永康会

是一个让你翘起大拇指而心生温暖的

地方，一个有着超强的内在美的地方。

在物质生活有了充分保障后，人

们对城市的文明水准和服务功能有了

更高要求。一个城市的文明水准和服

务功能如果跟不上，人们的品质生活

就无从谈起。品质生活决定着人们的

精神生活。城市的文明水准和服务功

能很具象，甚至是很物化了的东西，但

由此带来的人的精神层面的影响却是

深远的，决定着人的心理感受，比如幸

福感、获得感、尊从感，这些感受并不

抽象，就建立在人的精神面貌和城市

功能的完善及服务的细致周到上。

从报道看，当时徐大伯家的几户

邻居都没人在家。但在徐大伯的女

儿联系上楼上的邻居祝女士后，祝女

士一听情况紧急，马上赶了回来。一

个“马上”，表明她有一副热心肠，分

得清楚轻重缓急，人命关天面前不含

糊 。 能 做 到 这 一 点 ，取 决 于 她 的 素

质，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扎根其心

的 ，急 公 好 义 、见 义 勇 为 、守 望 相 助

等，在危急关头就会自然而然迸发出

来。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在无数永康

人身上得以呈现的，是永康这座城市

独特的气质。

人与人和谐是最大的和谐，一个城

市能不能拴住人心，“人好”是最大的要

素。祝女士无疑是个好人，否则，她随

便找个理由就可以回绝徐大伯女儿的

求助，她非但没有回绝，而是马上赶了

回来。我们常说好人有好报，我们祝福

所有的永康好人一生平安。

永康人好，是永康快速发展和可

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好人让人愉

悦，好人让人亲近，好人让放心，好人

是永康最大的“软实力”。因为人好，

永康走得正、行得远；也因为人好，永

康留得住人，也拴得住心。

永康人好，内涵很丰富，从政，为

官清廉是好人；平凡岗位，勤奋敬业也

是好人。围绕徐大伯展开的生命接

力，实际上就是永康好人们的爱心传

递。好人祝女士及时赶了回来，8890

接线员及时传递出了信息，电工师傅

及时上门，好人有好心，大家都及时，

福到平安到。所以说，永康之美，是因

为有触手可得的温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