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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介入式新闻，张刚连续多

年跟踪报道下岗女工胡立华，寻
销路、找资金、仓库失火后如何重
新站起来，每一篇稿子都直指下
岗再就业、创业过程中的难题。做
介入式新闻，通过《守着公交站，
坐车却犯难》的报道，协调相关部
门解决了西周社区周边6000多居
民乘公交车要走半小时的难题。

做调查式新闻，张刚与同事
持续追踪泔水猪，连发十多篇报
道，直至引起中央高层批示，8部
门联手彻底根治泔水猪；做调查
式新闻，张刚与同事追问《小巷总
理为何流失》、《居委会为何进不
了高档社区》、《业主和管家纷争
几时休？》，直至这些问题得到了
全部或部分解决。

新闻记录历史，有时，新闻也
引导社会变革、推动历史发展。虽
然做的是社区新闻，张刚依然有
这样的雄心壮志。

做什么样的媒体———
媒体是产业，更是新闻舆论

阵地，还是社会公器与良知。有什
么样的媒体，就塑造什么样的记
者，报道什么样的新闻。

“六字诀”带出

一群“小张刚”

在山东新闻界，张刚不是一
个个体，张刚是一种“现象”。

跑社区一年，鉴于张刚在百
姓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齐鲁晚
报专门开辟了《张刚在您身边》专
栏，这是齐鲁晚报创刊以来第一
个以记者名字命名的新闻专栏。
张刚“社区记者”的大名片也挂进
了多个社区。2002年2月，山东省
以及济南市新闻界、理论界专门
召开“张刚现象理论研讨会”，探
讨张刚现象对于媒体践行“三贴
近”的意义和推广价值。2003年，
张刚当选为济南市人大代表。

2004年初，齐鲁晚报成立了
“张刚工作室”，从单打独斗到带
领一个团队，让张刚倍感责任重
大。张刚把自己总结的胡同记者

“六字诀”：认准一个“苦”字，落脚
一个“民”字，做到一个“实”字，坚
持一个“廉”字，突出一个“新”字，
咬定一个“学”字，倾囊传授给了
工作室的年轻人。一个张刚，带出
了一群“小张刚”。

2010年9月份正式进入张刚
工作室工作的新记者林媛媛，在
同事眼中只是个小妹妹，却是实
验中学学生陈朕心里最亲的“林
姐姐”。陈朕的父亲因病去世，有
心脏病的母亲靠打零工维持母子

二人的生活。在张刚大篷车的活
动中林媛媛结识了母子二人，从
此，陈朕家不管有什么困难，“林
姐姐”总是在第一时间出现。陈朕
说：“林姐姐给我的最重要的东西
不是一次又一次的帮助，而是生
活的温暖和希望。”

入职一年多，林媛媛很快在
社区里结下了一群“亲戚”，采石
镇的林春祥一家、银丰社区的阎
奶奶……

和张刚一样，越来越多的齐
鲁晚报记者坚信，“新闻是用脚跑
出来的”，他们冒着风险去传销巢
穴卧底解救被骗的学生，他们顶
着风雪去交通不便的小山村访贫
问苦，他们克服重重困难为农民
工讨回血汗钱。在“足不出户”的
新闻越来越多的时代，他们致力
于探求真相、传播真知、传递真
情。一张世界排名第22位的报纸
的影响力，就是张刚这样的记者
一个字一个字累积起来的。

其实，一家媒体的文化积淀，
就像容器之于水一样，塑造着记
者们的文化人格、职业品格。

2010年记者节，张刚与大众
报业集团(齐鲁晚报为大众报业
集团旗下子媒体)旗下十几家媒
体的青年记者们一起赴创刊地沂
水寻根。这一天，又一口由大众报
人出资上百万元打下的深井，涌
出了甘甜的清流，又有几个村的
群众告别了饮用“地窖水”的历
史。那天，看着现场的群众有的捧
起水喜极而泣，有的感激地扑通
一声跪倒在地，张刚的眼睛湿润
了：“大众报人与老区人民70多年
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让我领悟
到，我们与群众的感情，不是同情
怜悯，更不是施舍，而是水乳交
融、血脉相连。”

自行车变“大篷车”

服务平台升级换代

2010年3月7日，一辆特别的
“大篷车”徐徐“开”进了济南市七
东社区。这一天，齐鲁晚报正式启
动了新闻服务社区项目———“张
刚大篷车”，张刚服务社区的平台
再次升级。

从自行车到大篷车，是张刚
自我突破的结果，更是齐鲁晚报
落实“三贴近”的又一次创新和探
索。“以前我们被动服务的时候
多，等着老百姓求助。现在，我们
能不能主动把新闻服务送到老百
姓身边？能不能利用媒体平台，整
合社会资源为百姓服务？”

精心策划之后，“张刚大篷
车”开动了，首站选在了3·15消费
者权益保护日到来之前。针对群

众反响强烈的食品安全问题，“张
刚大篷车”联合济南市工商局商
品检测中心的工作人员，来到社
区，摆上检测仪器，为市民免费检
测食品安全。在家门口给免费检
测？这等好事吸引了很多居民，现
场排起了长队。

“首站”告捷，让“张刚大篷
车”团队有了更大的精神头。之
后，“张刚大篷车”又连续推出了
网购维权大讲堂、免费鉴宝等专
题活动，“大篷车”的品牌迅速叫
响了。

上了“大篷车”的张刚，也从
走社区、发掘新闻，变成了整合资
源、主动服务。他更忙碌了，策划
活动，他要出主意、想办法；活动
现场，他是总指挥；哪个环节缺人
手，他立刻又成了补岗的小工。

活动越搞越大，张刚大篷车
开出了济南，开向了聊城、济宁。
人气越来越旺，张刚大篷车吸
引了一批规模庞大的铁杆“车
迷”，每场活动，都有身份各异、年
龄千差万别的“车迷”志愿者义务
来帮忙。

80多岁的闫云禾老人就是一
位车迷。“大篷车”的每场活动老
人几乎都来参加，“大篷车”栏目
组到哪里，他跟到哪里。老闫每次
带着相机四处拍照，成了“张刚大
篷车”的义务宣传员。他还时常给
活动提建议，出点子。

越来越多的单位开始主动找
上门来。市城管局来了，与“大篷
车”一起搞了“蔬菜直销进社区”；
市旅游局来了，联合“大篷车”搞
一个“助贫祈福”进社区；市政公
用局来了，联合“大篷车”进社区

解决供水、供暖难题。
“现在想联合搞活动得排队

了。”张刚语气里满带自豪。目前，
“张刚大篷车”与25个职能部门签
订了共建协议，未来一两年内，将
联合相关职能部门共建100个联
系点，走遍全济南400多个社区。
源源不断加入的社会力量，让大
篷车的服务网越织越大。

“张刚大篷车”像一块磁铁，
把一批济南市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专家学者、爱心志愿者凝聚在
一起，形成了一股服务基层、服务
百姓的强大力量。

“张刚大篷车”更像一座桥
梁，在转型社会的复杂局面中，担
当起疏通民意、联通上下、构建和
谐的责任。

其实，“张刚大篷车”只是齐
鲁晚报担当社会责任、以新闻服
务民众的一个侧面和缩影，但百
姓的态度，却为他们需要什么样
的媒体做了最好的注脚。在“张刚
大篷车”百期座谈会上，热心读者
自发给“大篷车”送来件件朴实
无华的礼物：年轻读者李燕子
送来了一袋自家种的小石榴，
一袋小石榴，寄托着一名老师
为受到大篷车帮助的孩子们表
达的感动；年逾六旬的孟凡模
送来了一沓垃圾袋，寄托着他
借大篷车之力推行环保的梦想；
一位市民送来了一百桶花生油，
没留下姓名，只留下一句话：让张
刚大篷车送给困难居民过年，我
信任你们……更多的读者送来的
只是一句嘱托，一条建议，这些是
百姓授给“张刚大篷车”最金光闪
闪的勋章。

第1站

免费检测食品安全

在2010年“3·15”到来之
际，“张刚大篷车”第一站走进
济南市市中区七东社区，邀请
专家为居民免费检测食品安
全。

第15站

优秀贫困学子世博行

参观世博会，对许多贫困
学子来说是个不可能实现的
梦。2010年6月27日，“张刚大
篷车”载着20名贫困学子开始
世博之旅。“这几天对我来说
是在梦幻中度过的，第一次坐
火车，第一次住大宾馆，第一
次出山东省，第一次去世博
会……”这是一位学子参观完
世博后写下的。

第26站

首届柔力球大赛

2010年国庆长假，“张刚
大篷车”组织了济南市第一届
柔力球大赛。比赛受到市民热
烈追捧，近20支队伍、600人报
名参加，吸引观众千余人。

第40站

助贫迎春送年货

今年1月，“张刚大篷车”
助贫迎春活动及时启动，只为
让省城的困难家庭度过一个
温暖欢庆的春节。十几天的时
间，数万元的款物汇集起来。
领到年货的困难居民脸上都
乐开了花。

第58站

社区红歌大家唱

6月，“张刚大篷车”在济南
市内五区连办6场红歌会，为
济南市民送上一场场红色盛
宴。

第71站

长清体验农耕生活

8月11日至13日，大篷车举
办“走进长清农村，体验农耕生
活”活动。15名城里的初中生跟
农村孩子同吃同住同劳动。

第85站

首个爱心图书室

9月28日，“张刚大篷车”带
着社会各界捐赠的5000册爱心
图书，送到缺少课外读物的聊
城市临清赵建庄小学，成立首
个“张刚大篷车”爱心图书室。

第94站

首个社区共建联系点

10月10日，首个“张刚大
篷车”社区共建联系点在济南
无影山社区挂牌，“张刚大篷
车”将与各个职能部门一起，
为更多的社区居民提供服务。

第100站

百期座谈会

11月6日，张刚大篷车迎
来百期。居民代表、居委会代
表、专家和业内代表共聚一
堂，为大篷车出谋划策。

……

“张刚大篷车”

部分活动

2011年6月，张刚大篷车在济
南各社区开展“社区红歌大家唱”
活动。图为市民正在进行曲艺表
演。 记者 邱志强 摄

2011年12月10日，张刚大篷车“蔬菜直销进社区”活动走进济南王官庄小区。蔬菜新鲜又便宜，深受居民欢迎。 记者 殷亚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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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大众日报记者 李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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