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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电视台新闻频道中心特别报道科记者颜葵：

颜葵重视公益事业， 她每年
都会为几十名患重大疾病和烫伤
的孩子联系医院、 筹措善款， 在
她的奔走下， 一个个原本要放弃
治疗、 回家等候生命终结的病患
重新获得新的生命。

女孩雯雯两三岁的时候在老
家被车辆碾压， 为了让雯雯得到
好的医疗救治， 雯雯父母带孩子
来北京看病。 肇事司机没钱， 雯
雯家经济条件不好、 也不知道去
哪个医院看病， 只得打热线电话
寻求帮助。 颜葵得知消息后便赶
到了雯雯和母亲在大兴的住处，
“我当时看着雯雯的惨状， 心里
难受极了。 雯雯父母没有看病的
钱， 我就抓紧联系了一些慈善基
金会， 替雯雯申请救助， 又赶紧
联系了相关医院， 很快雯雯就住
院了， 手术很成功。”

康复后的雯雯现在已经上小
学了， 还爱上了跳舞， 雯雯的父
母经常会给颜葵发信息表示感
谢， 看着雯雯能正常融入生活，
颜葵也非常开心。

山西有一个天生无肛女孩，
来北京看病的时候才4岁， 肚子
浑圆， 浑身发黄。 颜葵得知后，
去看望了这位女孩， 并进行新闻
报道， 还为女孩联系了医院。 看
到报道后， 不少爱心人士捐款，
也为女孩筹措够了医疗费， 几次
手术都很成功， 女孩也回归了正

常生活 ， 这让颜葵感到非常欣
慰。

还有一位患白血病的女孩夏
静， 她的父母身患癌症， 家里非
常缺钱， 来北京看病后， 颜葵就
开始想办法为女孩找医院、 筹资
金。 最后社会爱心人士捐助了一
部分资金， 慈善基金会给女孩提
供了一部分资金， 医院也减免了
一部分费用， 夏静成功进行了移
植， 回家后继续读大学。 就在前
两年， 夏静的父亲给颜葵发来信
息： “夏静已经硕士毕业， 感谢
您当年对夏静的支持和帮助， 才
有了现在的夏静， 谢谢。”

颜葵日夜奔忙在新闻一线，
节日也都在岗位上度过， 新闻机
房里每天最早出现的是她， 最晚
走的还是她。 20多年风里来雨里
去， 使她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

胃炎等疾病， 由于工作繁忙， 她
常常无暇顾及孩子和父母， 甚至
父 母 去 世 都 没 能 见 到 最 后 一
面……她深知自己要加倍努力，
才能不负群众的期望、 不负家人
的支持。

“现在晚上12点前能回去休
息， 但是前些年基本上都是在凌
晨2点左右能回家就不错了， 有
些 时 候 晚 上 弄 完 天 都 亮 了 ，
回 家 换身衣服又接着去第二个
现场。 有时候也感觉累， 但是通
过新闻报道， 能为社会上有需求
的人解决一些困难， 出一份力，
我就有一种强烈的获得感和幸福
感。 这种获得感和幸福感支持着
我， 每天热血满满地奔忙在新闻
一线。” 颜葵朴素的话语里道出
了一名新闻人最真挚无私的心
声。

二十余年奉献新闻一线
有我

———北京劳动者之歌

强 国
复 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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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就是她的岗位， 冲锋永远是她的姿态！ 哪里有新闻， 她就在哪里！ 她一次次冒着生命危险
冲在第一线， 用实际行动诠释着一名新闻工作者的初心和使命。 她就是2022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
得者———北京电视台新闻频道中心特别报道科记者颜葵。

颜葵， 女， 1973年8月出生， 北京电视台新闻频道中心特别
报道科记者。 从业20多年， 曾先后获得北京市第十六届宣传系统
优秀新闻工作者， 2015年北京市新闻战线 “新春走基层” 先进个
人， 2016年度北京市三八红旗奖章等， 2020年被评为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全国三八红旗手、 首都最美巾帼奋斗者， 2022年荣获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

个人简介

“北京医疗队驰援武汉 ，
记者可以参加， 谁报名？” 2020
年大年初二， 单位工作群里一条
信息吸引了颜葵的注意， 她第一
时间报了名。

当时上初二的闺女听说她要
去武汉， 抱着颜葵哭： “妈妈，
那里危险， 你能不能不去？” 颜
葵安抚女儿道： “这事总得有人
去做， 妈妈有经验， 去会更好一
些。” 推开女儿， 她迅速整理几
件衣服， 一个小时后就朝武汉进
发了。

抵达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当天
晚上， 颜葵的第一篇报道 《北京
医疗队抵达武汉》 便火热出炉，
随后北京医疗队展开培训等相关
报道宣告她高强度的工作模式已
经启动。 “当时物资很紧缺， 精
神压力很大， 因为你不知道自己
什么时候会感染。 但是进入重症
病房 ， 后方在等着我的新闻报
道 ， 就顾不上危险了 。” 当时 ，
颜葵一天至少会报道四五条新
闻， 多的时候有十几条。

颜葵说， 有时候和确诊患者
就隔着一个话筒的距离， 还随时
会有患者经过， 为了减少感染风
险， 她只能每天做无数次消杀。

最危险的一次， 是颜葵进入
病 房 拍 摄 。 当 她 来 到 第 二 间
病 房 准 备 拍 摄 时 ， 一 位 值 班

护士说 ： “颜老师 ， 你的脖子
怎么露着呢 ？ ” 颜葵当时心里
“咯噔 ” 一下 ， 暗想 ： “坏了 ，
会不会已经 ‘中招’ 了？” 但是
拍摄还得继续， 情急之下， 颜葵
用 两 个 口 罩 系 在 脖 子 上 ， 继
续 完 成拍摄 。 工作结束后 ， 颜
葵虽然进行多次消杀， 但心里依
然忐忑……这种精神压力持续了
很久， 直到几次核酸检测确定自
己没有感染， 她悬着的心才放下
了。

医院接收的第一个危重症新
冠 病 患 闫 女 士 到 院 时 已 经 浑
身发紫， 医生说再晚来10分钟，
就 没 希 望 了 。 颜 葵 对 闫 女 士
进 行 了 跟 踪 报 道 ， 从 入 院 说
不了话、 靠输营养液维持生命，
到能吃点东 西 ， 再 到 慢 慢 康
复 ……等回京后， 颜葵收到了
闫女士康复出院的好消息。 即便
现在， 闫女士也会通过微信发节
日祝福， 表达她的感谢， 这让颜
葵很感动。

“像我在武汉的工作状态，
基本上每天能睡两个小时就不错
了， 每天想报道的内容特别多。”
干活干累了睡一会儿， 然后又继
续工作， 在武汉的65天里， 颜葵
报道了300多条新闻， 为武汉打
赢新冠疫情防控阻击战做出了一
名新闻人应有的贡献。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 热线新
闻记者， 颜葵始终对人民群众怀
着深厚的感情。 她把能帮百姓解
决问题放在首位， 把观众的难事
当成自己的事来办。 通过她的新
闻报道， 促使京城百姓身边急需
解决的小事、 难事得以解决。 正
因为如此， 她的报道得到了大量
观众的认可， 颜葵成为了他们的
贴心人。

有一年， 清华大学附近铁路
桥下一涵洞积水，这个涵洞是周
边学生通往清华附小上学的必
经之路， 当时清华大学一位老师
通过热线电话找到了颜葵。 颜葵
调查后发现隶属铁路系统管理的
铁路桥产权归属比较复杂， 事情
难以处理。

一条路走不通， 那就换一条
路。 颜葵联系了附近的消防队请
求帮忙， 消防队了解情况后用抽
水泵把铁路桥下的积水抽干， 让
问题得以圆满解决。 反映问题的
清华大学的老师还特意给颜葵发

了信息表示感谢。
由于多年从事民生新闻报道

工作， 很多老百姓都存有颜葵的
电话， 有事都会想到她。

一次， 颜葵接到一个电话，
一位外地病患来北京看病， 到达
医院的时候健康宝变成红码， 根
据北京疫情防控要求， 医院无法
接收这位病患， 只能要求病患返
回住所， 但又因为病患健康宝变
成红码， 住所也无法接收这位病
患。 这位病患和家属停在路边等
了一天， 最后实在没有办法， 只
得找到颜葵寻求帮助。 颜葵了解
情况后， 立刻联系了相关部门，
把病患带到隔离点进行隔离， 妥
善解决了病患无处可去、 无饭可
吃的问题。

“这种事情特别多， 多年做
民生新闻我采访过不少部门， 就
会知道有一些事情通过什么渠道
能尽快解决， 通过我了解的信息
为有需求的老百姓解忧， 也算尽
我一点力。” 颜葵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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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积极极解解决决百百姓姓““急急难难愁愁盼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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