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到本人的文章在 《劳动者周末》
发表， 激动万分。 回首九年来从事企
业内刊新闻写作的日日夜夜， 唏嘘感
慨。 当我在工作中看到前辈夙兴夜寐、
青年人兢兢业业、 年轻情侣恰似牛郎
织女……我总是感动不已， 似乎有一
种责任感促使我必须克服各种困难 ，
把这些先进事迹和先进典型报道出来。
刚刚开始写公司工会作为娘家人为员
工办实事办好事， 牵线搭桥的通讯时，
第一感觉明明有许多话要写， 可拿起
笔来又往往无从下手……

组织 《娘家人办的成家事》 这篇
稿件时恰逢周末， 稿件中两位主角一
位在石家庄， 一位在太原， 分隔两地。
我通过电话采访 ， QQ沟通 ， 写出近
两千字稿子。 他们之间点滴的感情故
事深深感动我。 感觉采访到的素材都
舍不得删减。 多亏 《劳动者周末》 的
版面编辑指点， 才使得该稿见报。 看
着自己的稿子变成铅字， 曾经的苦和
累、 心酸与委屈早已随风而逝。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 好之者不如
乐之者。

作为一个基层通讯员， 直接面对
一线， 直接从事生产服务， 直接面对
社会大众。 我深感荣幸。 稿件见报后，
公司领导和同事对我大加赞誉。 稿件
中的两位主角张檬檬、 贺鹏还把稿件
截图发到空间里， 引起同事羡慕之声
连连。

采访对象分隔两地
电话、QQ齐上阵

□通讯员 刘亚南
中铁电气化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金雪梅 住总集团

我要问编辑
读者： 我特别喜欢 《劳动者周

末》 的话题和足迹版， 有些话题我
的身边也有这样的例子： 为国庆做
过贡献的同事， 工会组织的相亲、
各种文体活动等等， 但我只是普通
的职工， 不是职业记者， 我可以给
你们投稿吗？

编辑： 欢迎投稿。 《劳动者周
末》 就是职工的舞台， 读者的稿件
都 可 以 发 到 我 们 的 电 子 邮 箱
（ldzm2013@126.com）， 或是和我们
的版面编辑联系。 建议您写作前先
熟悉一下 《周末》 的风格， 同时与
版面编辑沟通， 这样可以减少您不
必要的劳动。 比如有些选题我们已
经做过而您又不了解这个情况， 或
是遇到其他不可抗拒因素……这些
都可能导致无用功的出现， 而我们
畅快的沟通就可以避免。 祝您写作
愉快！

读者： 我拍了好多手机照片 ，
想要参加 “北京市职工手机摄影大
赛”， 5张我可以发一个类型吗？ 还
是一定要不一样的类型？

编辑： 欢迎参加。 一种类型是
可以的， 但小编鼓励您多发几种类
型哦。 只要你的作品是手机拍摄，
是关于这几个方面的： 社会新闻、
职场瞬间 、 家庭生活 、 风景与静
物、 人物肖像都可以。 让我们一起
“拍” 起来吧！

读者： “双美员工” 现在还可
以点赞吗？

编辑： 当然可以！ 欢迎大家自
己选出心中的最美员工 ！ 投票官
网： www.workerbj.cn

读者： 正在看 《老农民》 （电
视剧） ,特想知道编剧怎么编的那么
好。 我也热爱写作， 他的考察是怎
么做的？ 演的特别真实， 我特喜欢
看。 能不能也报 （道） 一些这样的
人？

编辑： 你爱问， 我爱答。 电视
剧 《老农民 》 的编剧是高满堂先
生， 我报特连线高满堂先生， 解答
您的问题： 高满堂历时五年取材构
思、 调研论证， 并最终完成剧本创
作。 这期间， 他走遍了六个省份 ，
采访了200多人 ， 上到管农业的副
省长、 市委书记、 地委书记， 下到
曾经的人民公社社长、 农会主任 、
组长、 工作队长……从他们口中 ，
高满堂得到了大量创作源泉。 说到
剧中最重要的人物牛大胆， 高满堂
透露， 该角色是两个现实人物的结
合体 。 一个叫徐德泉 ， 外号徐大
胆， 改革开放以后， 他办假发厂 、
办饲料厂、 办养猪厂， 牛大胆后半
生故事就是脱胎于此人 。 另一方
面， 牛大胆前半生的原型是山东省
的副省长周振兴， 外号叫周老虎 ，
他是从工作组长一直干到省长， 干
了一辈子的农业 ， 今年九十四五
岁。 为了得到这些农民身上的 “中
国好故事”， 高满堂可谓煞费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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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子， 在 《劳动者周末》 上看
到你写儿子的文章了……” 接到同
事的电话后， 我立即一张张翻看往
期的报纸， 仔细翻看查找。 我的文
章刊发了！

刊发的这篇小文， 记录了我与
进入青春期的儿子， 通过微信朋友
圈相互沟通的故事。 会有感而发写
作是因看到： 龙应台与他儿子通过
三年邮件往来， 彼此像朋友一样自
由平等的通过文字交流意见看法 ，
避免了母子正面接触的尴尬。 同时，
也掌握了孩子的身心成长情况， 适
时的给予了方向性的指引， 一切变

得自然而平和。
所以， 报纸刊发的这篇文章对

我而言很重要， 见证记录了我和孩
子一起成长的故事。 我希望能把报
纸给孩子看看， 让他体会到做家长
的良苦用心。 结果， 费劲周折还是
没有找到刊发文章的那期报纸。 抱
着试试看的心理， 我给编辑发了一
封邮件， 告知了QQ号和想要一张样
刊的小心愿。

时隔一天， QQ头像跳跃， 编辑
竟然加我为友， 着实让我激动良久。
编辑索要了我的通讯地址， 告知会
尽快给我快递一份样刊。 最后， 鼓
励我继续关注报纸各个版面， 积极
投稿。 虽然是简单的沟通， 我却感
觉到很贴心， 很温暖。

我和同事们都特喜欢读 《周
末》， 因为这是张专属于咱北京职工
的报纸， 按现在的话说， 这报纸办
的接地气儿。

收到样刊， 捧着这张印满文字
的报纸， 一头是编辑， 一头是作者
亦或读者， 突然感觉到， 编读之间
的距离未曾远离， 且越走越近。

诚意感谢读者朋友对 《劳动者周末》 的厚爱。 欢迎来信畅谈阅读后的感
受和对报纸的意见或建议。

并附上你的详细联络方式。 读者的每封来信我们都会用心阅读。
《劳动者周末》 电子邮件： ldzm2013@126.com

注意： 来信请注明姓名、 单位、 地址和联系电话。

2014年12月27日 《劳动者周末》
刊登了题为 “第55年扛起春运的担
子———本报独家采访北京站老中青
职工” 的专题报道后， 在北京站的
职工中， 产生了巨大反响。 北京站
工会主席谢景屹给记者发来短信称，
“报道内容丰富， 情节感人， 在车站
反响强烈。” 记者应邀为此再次到北
京站采访了谢景屹和职工。

谢景屹向记者介绍了车站领导
和职工看到报道后采取的措施和反
应。 车站领导认为， 这篇报道让职工
知道了一些少为人知的、 发生在车
站的 、 发生在老职工身边的故事 。
这些故事产生的效果比车站站史展

览都有感召力。 站史展览都不能与
这篇报道比肩的。 车站领导要求各
车间、 班组都要学习这篇报道。 一
位青年职工说： “这篇报道用实录
的内容架起了历史与现实的桥梁。我
们看到了老职工为北京站的发展所
做的辛勤付出。他们的付出撞击我们
的心，也激励着我们向老职工那样一
如既往地立足国门，服务人民，奉献
社会，打造国门新形象。 ”谢景屹告诉
记者，有些职工看到身边职工平凡的
事迹刊登在报纸有很大触动。 他们
说，也要向身边的职工学习，争取也
上报纸。上报纸的职工把这期报纸寄
回老家，让父母和亲戚朋友分享这份
快乐。正在投入到春运工作的售票职
工说：“这篇报道很有时效性，正好是
春运。报道讲了老职工在过去春运的
艰苦状况。 对于今年的春运，给了我
们启示和思考。 我们回味历史，就是
为了更好地与时俱进。 我们传承历
史， 就是为了更好地面向未来。”

■嗨！《周末》

撞击我们北京站职工的心

拥抱《周末》温暖了我的周末

■我是通讯员 ■编读茶座

□谢景屹 北京站工会主席

【征稿通知】

自 《劳动者周末 》 创办以
来， 得到了本报通讯员的大力支
持， 衷心感谢各位通讯员的辛苦
付出。

现开办 “我是通讯员 ” 栏
目 ， 欢迎广大通讯员分享你与
《劳动者周末 》 的采写故事 ， 给
大家提供一个总结 、 思考 、 探
索、 讨论的平台。

与 《劳动者周末 》 携手追
寻： 新闻不止， 探索不止。
投稿邮箱：
ldzm2013@126.com

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