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眼前的张刚，板寸头，国字
脸，肤色黝黑，操一口带着西北腔
的普通话，有着善良的笑容和淳
朴的眼神儿。虽然自2006年起，他
已习惯了被各级、各类媒体的记者
拉着“刨根问底”，可采访中，他说得
最多的还是那句话：“真的没什
么。”神情就像他家乡甘肃定西高
原的黄土一样，坚忍、厚重、诚朴。

也许诚如张刚所说，他的记
者生涯真的没什么，他没见证过
重大历史事件，没揭过什么惊天
黑幕，全国有几十万记者，为什么
要写张刚？也许，我们要从张刚的
身上，为三个问题寻找答案：

做什么样的记者———
在这个全媒体、自媒体的时

代，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记者？

“干这点活儿，累不着”

张刚性格沉稳，你很少听见
他高声说话。可泥人也有个土性
子，2000年7月从兰州大学新闻系
毕业考进齐鲁晚报，报社没按惯
例给他“分口”，却让他去跑社区，
张刚就没掩饰住心里的失落：心
目中的记者，应该是全国各地跑，
见大世面，报道大事件。跑社区整
天和大爷大妈打交道，既没面子，
恐怕也难有什么大出息。

尽管并不十分情愿，性情坚
忍的张刚还是决定试一试，先跑
起来再说。

第一次到青年公园街道槐荫
广场社区建立联系点，居委会主
任何希梅用疑惑的眼光看着他
说：“哎哟！多少年了，我们这里从
没来过记者，省报记者能到最基
层的社区来？不会是走形式吧？”
人家的怀疑反倒激起了张刚的犟
劲儿：“这社区我还跑定了。”

一辆自行车、一张地图、一瓶
矿泉水，是张刚跑社区的基本装
备，很快，最初联系的槐荫区12个
街道办事处、120多个居委会都留
下了张刚的足迹。

在妻子牛晓玲眼中，张刚是个
“错时症”患者：“人家都是8小时工
作制，他呢，正好颠倒了，早晨7点出
门，晚上十点十一点回来，我和孩
子，有时一天和他不照面儿。”

为了配合张刚的“错时症”，
刚结婚的那几年，牛晓玲双休日
的节目就是和张刚一起去采访。
牛晓玲印象最深的一次是 2 0 0 3

年夏末，张刚骑自行车带着怀孕
4个月的她预备去医院做例行检
查，突然大雨如注，地势低洼的
济南北部有几个地方被水淹了。
雨势稍减，张刚带着牛晓玲直奔
地势最低洼的被水淹的白鹤庄一
带。医院没去成，现场新闻发回了
报社。

在同事眼中，张刚也非“正常
人”。“如果说晚报记者个个都是
工作‘超人’，超时的‘超’，张刚就
是工作‘狂人’。最多时一天写十
几篇稿，一个月发上百篇稿。别忘
了，张刚不是热线记者，不能靠在办
公室听电话找线索。他的每篇稿子
都是到社区一个字一个字用脚跑回
来的。不是‘狂人’，根本挺不下
来。”张刚的同事董从哲，形容起
张刚写稿子来绘声绘色。

如果你说张刚敬业，他的回
答让你一愣：“干这点活，累不着。
在我老家的一些地方，想喝口水
都得挑着担子上坡下岭走几里
路。咱从小干过农活、粮管所扛过
200斤粮袋的人，写个稿能累着？”

“帮这几个钱，穷不了”

一个勤字让张刚敲开了社区
新闻的门，“有事找张刚”成了不
少社区居民的口头禅。

时间长了，本来是到社区找
“稿”的张刚，却有了意外的收
获——— 认亲。

“老牛去年‘七一’走了。”说
这话时张刚眼圈一红。多年前，在
槐荫区振兴街采访时，居委会主
任韩秀芝把张刚领进了牛汉武的
家。老牛因车祸成了植物人，妻子
赵俊英辞去厂长的职务，一边侍
候丈夫，一边靠卖包子维持生计。
在赵俊英的悉心照料下，老牛奇
迹般苏醒了。长篇通讯《真爱唤醒
植物人丈夫》见报了，读者们给老
牛家捐了钱、送来了轮椅。

工作结束了，可张刚和老牛
家的缘分没有断。到社区采访，张
刚总要到老牛家看看，有空就推着
老牛出来走走，用过的旧报纸，也
定期给老牛送去，让他剪报纸做康
复训练。妻子牛晓玲也经常跟着
张刚一起去看老牛，就像走亲戚。

过节时单位发了点鱼、发了捆葱，
他自己不吃，拿到老牛家去了。

自己家里并不富裕，张刚却
习惯了随时伸手扶别人一把。去
天桥区一所小学采访被民警解救
的孩子小燕子，帮她垫上生活费；
去市立一院采访受伤的民工，给
人家垫上药费。要知道，那时的他
上大学时欠下的4000元债务尚未
还清，老家的弟弟妹妹上学需要
学费，妻子牛晓玲刚到济南一时
还未找到合适的工作。

居委会的何姨、陈大姐，剪
纸的栾大娘、做马扎的陈大哥，
还有摆小摊的、开出租的，有残
疾人，有特困户……十一年社区
跑下来，西北人张刚在济南的

“亲戚”多得数不清。
张刚也说不清，为什么那么

多人信任他。也许这个西北穷孩
子身上的泥土气，让他融入社区
百姓时，就像尘归于土一样自然
而然、浑然一体。当然，也有人说
他傻：“张刚，有人当记者收红包、
拿车马费，你可倒好，啥都自费，
还倒贴，图什么？”张刚说：“拿那
几个钱富不了，别说别人，连自己
都看不起自己；帮这几个钱也穷

不了，图个心安。”

做什么样的新闻———
有什么样的记者，就有什么

样的新闻。一如人品支撑作品，作
风决定文风。

白描式新闻、体验式新闻：

人在现场，心在现场

2000年张刚开始跑社区的时
候，社区还是个新概念，什么是社
区新闻，社区新闻怎么写？没人能
告诉张刚。

张刚一头扎进社区，从好人
好事写起。可是几篇倒金字塔结
构，“五个W”俱全的稿子写出来，
却遭到了批评：同事说僵硬，根本
不爱看。张刚有点晕，但张刚的执
著帮助了他，有事没事都泡在社
区，细心观察，耐心体会。几篇白
描式的现场新闻一见报，同行称
赞，老百姓爱看，张刚一下子找到了
社区新闻的感觉：社区满眼是新闻，
但不能用套话、官话写，写法不
换、角度不换，老百姓没法看。换
了，不但能发，还能上头条、评好
稿。找到窍门的张刚一跃成为当
时的发稿冠军。

在晚报发出第一篇重头稿的
前前后后，张刚至今历历在目。离
春节还有几天了，张刚从部门主
任手里接过200元钱，也接过了一
个新任务：当一星期水果贩，写篇
体验新闻。

贩水果，得有辆三轮车。好容
易才找到租三轮的地方，交上押
金推出来，才想起自己还不会骑。
找了个空场，练了大半天，总算能
骑着三轮走了。第二天凌晨4点就
起床，到5点，张刚满头大汗来到
位于八里桥的水果批发市场，本
以为起得很早，却发现已经来晚
了，好几种水果已经批发完了。第
二天他起得更早。

终于能出摊了，没想到又遇
上了难题：偏僻的位置没买主，稍
好的位置都让先到的小贩占了，
想搭边儿立刻就被人撵走了。

白天出摊卖水果，晚上除了

记笔记，就是躺在出租屋的小床
上，一边听着收音机里《常回家看
看》的歌声，一边流眼泪，除夕的
鞭炮声，就像炸响在张刚的心上。

一周后，一篇 6000多字的体
验新闻见报了。很长一段时间，张
刚做体验式新闻上了瘾：搬家工、
送水工、环卫工、动物饲养员……
张刚和底层百姓的距离，报纸和
底层百姓的距离，就在这一篇篇
报道中越来越近。

介入式新闻、调查式新闻：

入得现场，出得现场

对社区的人越来越熟，对社
区的事了解越来越深，但一度张
刚也很困惑，如何从大爷大妈、路
灯井盖的琐事中跳出来？张刚在
寻找突破自我的出路。

百转千回，张刚还是在基层
百姓那里找到了答案。

张刚喝过不少酒，最难忘的
一杯，是身患癌症的读者于老先
生在临终之前，嘱托他楼下的邻
居请张刚喝的。

此前，因为园林部门在英雄
山广场安了个篮球架，恰好在于
老楼下紧挨着他的窗户，日夜不
停的打球声吵得身体不好的于老
无法休息，无奈之下他给张刚写
了封信，让张刚帮着协调一下，将
篮球架向外移十来米。

张刚写了报道，跑了若干趟
主管部门，事情解决了，于老打电
话给张刚，现在要到青岛看病，等
回来一定请他喝酒。过了几个月，
张刚突然接到于老邻居谢先生的
电话，说于老在病榻上嘱托他，有
瓶茅台酒珍藏了十多年舍不得
喝，让谢先生一定替他请请小张。

喝完这杯发黄的茅台酒，张
刚想了很多，这么一点小事，却能
让一位癌症患者在临终之际对一
个记者念念不忘。读者的这份感
情，这份信任，让张刚明白，记者
最大的力量来自手中的笔，来自
他身后的媒体。他要用这力量，服
务民生、服务社会。

（下转A05版）

这是一位记者的答记者问：

“你写新闻有什么诀窍吗？”“用脚底板写新闻。”

“你最初的新闻理想是什么？实现了没有？”“一开始想当大记者、名记者，没想到跑了11年社区，成了百姓口中的‘胡同记者’，这不

但是新闻理想的实现，更是新闻理想的超越。”

“如果有年轻人想要做记者，你会对他说什么？”“如果吃不了苦受不了累，不适合当记者；如果想发财致富，请不要要当记者；如果对

苦难冷漠，就不配当记者。”

这位答记者问的记者，就是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济南市人大代表、齐鲁晚报社区记者张刚。

2010年冬至日，张刚大篷车发起“寒冬送暖”活动，在济南佛山苑社区广场向贫困居民发放爱心棉衣棉被。 记者 徐延春 摄

2011年10月28日，“张刚大篷
车”走进济南公交，建立联系点，为
市民和公交公司搭建沟通平台。

记者 张中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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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胡同走出大记者
——— 一名晚报记者的“走转改”启示录（上）
大众日报记者 李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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