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齐鲁晚报·今日泰
山》出版三年来，多次
策划了 重大主题报
道，记者深入一线采
访，关注民生、弘扬正
气。

采访之余，本报
记者也将自己的从业
感受与广大读者进行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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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给我们梦想和力量
本报记者从业感言

2008 年 3 月 28 日，我第一次
走进《齐鲁晚报·今日泰山》的大
门。转眼间，三年的时间过去了。在
这三年里，我与《齐鲁晚报·今日泰
山》团队的兄弟姐妹们并肩走过。

一千多个日日夜夜，这期间留
下了我们太多的汗水与泪水。寒冬
酷暑、暴雨雷鸣，不管外面的天气
多么恶劣，但终究能寻到我们记者
的身影。我们是老百姓的孩子，我
们更是传递百姓声音的第一人。希
望我们能在新闻的路上越走越远，
让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吧！加油！

——— 本报记者 侯海燕
三年来，我们奔波在这个城市

的大街小巷，和熟悉以及陌生的人
聊天。冷的时候我们的手指都按不
下相机的快门；热的时候，我们站
在烈日下做高温体验。

我们的报纸并不厚，但是每次
掀开，我总能感受到那种沉甸甸的
厚度，以至于在合上报纸后，依然
积压在我的心底，久久不去……

——— 本报记者 杨璐
记者是一份神圣的职业，尽管

每天都很累，但是当看到自己写的
稿子受到重视、反映的问题得到解
决，看到当事人露出会心微笑的时
候，总会产生一种自豪感和责任
感，激励着自己去努力干好这份工
作。

——— 本报记者 王伟强
对于记者这份职业，我总是抱

着一种敬畏的态度去工作，每天背
着相机包，奔波于泰城的大街小
巷，我用镜头记录下这个城市的成
长。总想搞点新花样，总想出点新
点子，为读者做最细致的服务。读
者的每一个咨询都是对我的激励，
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帮助到更多
的人。

——— 本报记者 梁敏
感觉只是弹指间的功夫，已经

在《今日泰山》工作快三年了。从一
个刚走出校园的大学生成为一名
新闻记者，《今日泰山》给了我很
多。三年，《今日泰山》经历了风雨
和阳光，从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孩逐
渐长大成人，始终傲立泰山脚下。

让我们共同努力，把我们的家园建
设得越来越美！

——— 本报记者 路冉冉
2008 年 3 月 28 日，周五，天

气晴朗，我面试成功，成为了一名
新闻工作者，见证了《齐鲁晚报·今
日泰山》的诞生。三年了，酸甜苦辣
都过来了。忘不了那些开心和伤感
的事情，半夜 12 点了我们都还在
单位改稿子，顶着炙热的太阳去采
访，在刺骨的寒风中拍照，风雪中
在高速公路连环撞现场采访，在某
个爆炸现场迂回……一切都像刚
刚发生的那样熟悉。

——— 本报记者 孔红星
看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在报纸

上；看不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在路
上。做新闻记者已经三年了，很庆
幸这三年正好赶上泰安这个城市
发生翻天覆地变化。

做一名真正合格的新闻记者，
不光要有敏锐的目光，还要有社会
责任心，更重要的是能把握社会脉
搏，捕捉读者喜闻乐见的好新闻。

——— 本报记者 李虎
转眼间，我在记者岗位上工作

了三年。在这三年里，几乎每天都
是早上八点出门，晚上有时会到十
点多回家。做记者很累很苦，无论
酷暑还是严寒，哪里有新闻哪里就
会出现记者的身影。为了采访，我
们流过汗水和泪水，有过疲惫、委
屈，但是当一篇篇稿件获得读者的
好评时，当经过自己的努力帮读者
解决了难题后，所有的辛苦都是值
得的。

——— 本报记者 王颜
看着自己积攒的越来越多署

着自己名字的报纸，觉得既有些小
窃喜又倍感压力。每天奔忙在泰安
的大街小巷，偶尔也有“不知道这
么碌碌到底是为什么”的感慨，但
是更多的时候，感触到的是一种将
爱好变成工作的庆幸和珍惜。是
的，就是因为喜欢，因为爱，所以
一直珍惜，并且坚守。

——— 本报记者 刘慧娟
两年前，我大学毕业来到《齐

鲁晚报·今日泰山》成为一名摄影

记者。当历史一刻不肯停歇地走
过，我有幸用镜头记录下了与自己
最近的珍贵瞬间。我爱上了相机，
我愿用相机的语言与读者交流，更
愿用画面给读者讲述着昨天的故
事、身边的故事、真实的故事。

——— 本报记者 刘丽
2009 年 12 月底，金融专业毕

业的我来到了《齐鲁晚报·今日泰
山》工作。“经济加新闻”的职业，
让我圆梦的同时还施展自己的专
长。我开辟了属于自己的栏目———

“理财有芳”，为热衷理财的市民
提供服务。当见解引起金融专业人
士和市民的关注时，心里有着说不
出的感动，也更加庆幸：能把兴趣
融入工作，是多么难得的幸运！

——— 本报记者 李芳芳
2 0 0 9 年 12 月 28 日我来到

《今日泰山》工作，到现在已经有
差不多一年半了。总结一年半的记
者之路，对我来说，每天尽可能去
充实自己的经验，尽可能去跟所有
认识的、不认识的，甚至与之前得
罪过的人做朋友是最重要的。

新闻记者的道路还很远，希望
我们这个年轻的团体可以越来越
强大，也祝愿我们所有的梦想都可
以远航。

——— 本报记者 曹剑
我常戏称自己和新闻是“先结

婚，后恋爱”，现在我觉得我已经
爱上我的职业了，虽然一路走来有
泪水也有汗水。记者这项职业，让
我懂得了什么是担当，什么是付
出，懂得了有所为和有所不为。回
想这一年，我想我应该感恩，感谢
那些扶持我和教育我的人，感谢那
些包容我和鼓励我的人，我想我将
更加努力工作，无愧于我的新闻理
想和记者职业。

——— 本报记者 陈新
转眼间，进入《齐鲁晚报》已

经 16 个月。从最初看到自己的采
访变成文字的喜悦，到如今为了追
求新闻真实性而如履薄冰。真实是
新闻的生命，报道新闻的的确确是
个良心活。这些采访的历练和新闻
意识的培养都是我人生宝贵的财

富。做最真实的自己，报最真实的
新闻。这句话，会伴我一生。

——— 本报记者 胡修文
我是一名热线部的记者，平时

打交道最多的便是普通百姓。从家
长里短到邻里纠纷，从垃圾污水到
道路交通，零零碎碎的事情总占大
多数。

在各种各样的事件中，想要单
纯依靠整理他人提供的线索，将事
件还原是很难的。所以，凡是遇到
线索我都尽可能赶到现场，通过对
当事人、旁观者、目击者等多方采
访，加以理性分析进行还原。这是
对新闻负责，对自己负责，更是对
老百姓负责。

——— 本报记者 赵兴超
转眼间，在《齐鲁晚报·今日

泰山》已经工作一年时间了。这一
年，我感悟最深的就是俩字：责
任。有了责任心会给自己带来快
乐。2010 年 11 月 21 日，2011 年

“校园记者”招募正式启动。随着
“校园记者”队伍的逐步壮大，我
渐渐意识到自己肩负的责任越来
越重。现在，我隔三差五会在网上
收到“校园记者”的“神秘祝福”。
我知道，付出总有收获，我努力让
孩子快乐的过程，也换来了自己的
快乐。

——— 本报记者 侯艳艳
原来，我很不擅长与陌生人聊

天。而记者行业的性质就是每天都
接触很多陌生人，与他们聊天。用
心聆听采访对象的心声，了解他们
的想法，从中找到自己需要的采访
内容，这就是每天我要做的工作，
慢慢地我找到了聊天之外的乐趣。
因为每一个采访对象都像一本书，
有时可能时间限制，来不及慢慢品
味，但用心聆听他们的表达，是找
到与采访对象思想碰撞火花的捷
径。

——— 本报记者 熊正君
总要选择一种职业，总要选择

一种生活状态。更何况，当手头的
工作完成后，我生活的很多时间还
能心安理得地睡到自然醒。

——— 本报记者 王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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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新闻事实，揭示公共事件的真相，是记
者的天职。

三年来，我们行走在田间地头、大街小巷，
用心记录历史，传递感动。希望借助记者这个职
业，能够帮助更多的人，能够为记者这个名称添
彩。

其实，当记者不容易，记者是一种局外人看起来比较
光鲜的苦差。做记者的艰辛还不在于不停的奔波和思考，
更在于害怕辜负了读者期望和厚爱而带来的压力。
“人生没有彩排，每一天都是现场直播”。
当面对压力的时候，不要焦躁，也许这只是生活对你

的一点小考验，相信自己终能获得成功。

本报记者在采访全
运会火炬传递后合影留
念。（资料片）

心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