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即将到来的11月8日， 是第16个记
者节。 而这一天， 对于我们这些新闻
的信徒来说， 却是一个不放假的节日。
这一天， 在万家灯火点亮的时刻， 我
们依然还在小心地校对、 编排着每一
个文字和版面。

其实， 对于每一个新闻工作者来
说， 从迈进门槛那天起， 就意味着与
节假日再无关联。 随时突发的事件 ，
分秒更新的信息， 肩头沉重的责任 ，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让我们无论在
何时何地， 都要努力去关注时代的变
迁， 传递明天的希望。

铁肩担道义， 妙手著文章。 “记
录历史” “推动社会进步”， 我们一直
在路上。 我们在为此付出心血、 洒下
汗水的同时， 收获的是记者这份职业
带来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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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余翠平

用图片讲述
职工的故事

□本报记者 周世杰

关注弱势群体
是记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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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报社开设了视觉版， 以图片的报
道形式讲述北京各行各业的职工故事。 故事的主
人公有劳动模范、 有自学成才的首席技工； 有常
年坚守在一线的普通职工、 还有自主创业的劳动
者……

那么， 怎样才能讲好职工的故事， 我作为一
名摄影记者深切体会到， 只有走到职工中去， 深
入到生产一线， 才能寻觅到最鲜活的新闻素材，
拍出最生动、 真实的感人故事。

记得每逢重大节日， 当人们一家团聚， 或是
举家出游享受快乐假日的时候， 我们摄影部的记
者， 总是把镜头对准那些为了保障城市正常运转
仍然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的职工。

2015年年三十儿的中午， 人们纷纷赶车回家
团聚， 然而， 在北京火车站西侧， 两名环卫工人
清扫完路面， 在一块空地吃午饭， 一个火烧、 三
个包子、 一杯水， 就是他们的午餐。 见此情景，
我迅速用相机拍记录下并采访了他们。 图片发表
后感动了读者， 也感动了我们自己。

2013年春天雨季到来之前， 排水集团对城市
老旧地下管道进行改造和清理， 摄影记者深夜和
工人一起钻地下排水道； 夏天北京电力为保障百
姓供电抢修线路， 摄影记者一同前往； 初冬供暖
前， 热力集团检查地下管道， 和工人一起爬进地
下管线、 一起流汗， 用镜头记录了工人艰辛的劳
动场面， 用图片讲述了行业职工为保北京百姓的
温暖和平安无私奉献的动人故事。

几年来， 我和摄影部的6名同事， 深入一线

用镜头讲述了90多名劳动模范的故事， 这些劳模用
奉献赢得人们的尊重。 他们身先士卒， 工作夜以继
日却总是一丝不苟， 以无私奉献与忠诚敬业诠释着
“真正的伟大在于平凡” 的道理。

要想拍出生动感人的图片故事， 就要到职工中
去和他们交朋友。 多年来， 我们在一线采访， 和很
多企业职工成为了好朋友。

一次， 工会组织专列送农民工回家过年， 我们
一同采访。 列车刚到达湖北十堰， 一个小伙子冲过
来拍着我的肩膀说： “您还记得我吗？ 我是王兵
啊！ 您一定要到我家坐坐！” 我忽然想起他就是我
采访过的电焊技术能手。 “谢谢你， 我还有采访任
务， 等有机会再到你家！” 说完我就继续工作。 等
我采访完刚一出站， 我看见王兵坐在行李上正在等
我。 见我过来， 他拉着我的手就上了旁边的一辆
车， 车子沿着蜿蜒的山路行驶了大约10公里， 来到
了一个小山村 。 我们刚一下车 ， 就响起了鞭炮 。
“这是欢迎您的， 刚才我给家里打了电话， 说有贵
宾要来 。” 说完他就把我拉进屋里 ， 指着墙上的
《劳动午报》 说： “您看， 就是您把我登在报纸上，
全村的人都来看， 说我是名人了！” 这时， 饭菜端
上来了， 我和他们吃了一顿团圆饭， 从那以后， 我
们成了好朋友。

李迎春 ， 一个20多岁的女孩 ， 头部90%烫
伤。 没有工作， 没有房子， 父亲高位截瘫， 母亲
患癫痫症， 全家靠父亲2000元的退休金和低保度
日。 李迎春在顺义的住处里， 两张大床， 一个破
旧沙发就是全部家具。

两年前的冬天， 我曾采访过这个叫李迎春的
姑娘， 至今记忆犹新： 当时正值冬天， 我们驱车
来到顺义， 呼呼的北风， 吹在脸上， 会隐隐地
疼。 到小区门口时， 一个身材细长、 穿黄色羽绒
服、 留着漂亮长头发的女孩笑着跟我们打招呼。
当时我就疑惑， 这是我要采访的那个头部90%烫
伤的女孩吗？ 远看完全很漂亮啊。 可是当她靠近
我， 摘下口罩， 我看到了她光秃秃的头上， 只在
后脑勺有些头发。 下巴遍布疤痕， 眼角、 脸部仿
佛被扯皱了， 活像老太太的脸。 一开口， 迎春泪
就下来了： “我想要一份工作， 可以养家， 可以
攒钱整容。”

李迎春两岁时， 掉进了滚烫的粥锅里， 头部
90%烫伤。 她的父亲是京煤集团城子矿的矿工李
燕， 母亲孟秀梅有精神分裂症， 全家人就挤在一
间小平房里。

从小迎春就活在别人的冷眼中， 她的爸爸为
了给她攒钱整容， 曾经献过15次血， 在迎春12岁
时， 一场噩耗降临到父亲李燕身上， 由于长期劳
累， 营养不良， 再加上巨大的精神压力， 李燕高
位截瘫了。 这时候李燕刚刚攒了8000元， 为女儿
整形的希望在病魔面前， 再次破灭。

父亲的瘫痪对迎春是毁灭性的打击， 自杀这
个念头像魔鬼一样整日纠缠在迎春心中。 半年后

的暑假， 她用家里的碎玻璃片， 使劲朝手腕上一
划， 鲜红的血汩汩而出， 在母亲及时送医下， 她没
有大碍， 留下了一个伤疤。 由于父亲大小便不能自
理， 所以迎春经常要帮爸爸洗换下来的脏衣裤， 但
她从无怨言， 也从不乱花家里一分钱。 在学校， 她
从不迟到早退， 从小学起， 迎春的成绩就一直保持
在班里前三名。 学校里各项文体活动她都积极参
加， 她还多次在长跑比赛中获冠军。

在迎春19岁时， 她的母亲患了癫痫症， 这年夏
天， 李燕卖房得了两万元， 又从亲戚处借了一万
元， 拿着三万元， 为迎春进行了嘴部整形。 没有住
所的迎春一家开始了漂泊， 一年四季， 几乎就是什
么菜便宜吃什么， 肉都很少吃， 但迎春一直很孝
顺， 每天变着法子给父母做可口的饭菜。

采访的笔记整整做了20多页， 我几乎是流着泪
写成了 《如花女孩 ， 90%烫伤 ： “请给我一点
爱”》， 当时单位将这篇稿件评成了好稿， 后来我也
跟迎春联系过， 工会介入后， 开始积极为迎春找工
作， 进行困难帮扶， 还有爱心企业家去迎春家里看
望， 看着迎春那么开朗乐观坚强的状态， 我也很为
她开心。

作为一名记者，走进基层，用自己的笔将普通群
众中的辛酸故事和经历写出来， 呼吁更多社会爱心
人士帮助他们，是记者的责任，我们也从中收获到满
满的成就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