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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个离不开百姓的记者
本报评论员

记者到底是为谁工作的？这是
一个新闻工作者必须始终面对并
回答的问题，弄明白这个问题，就
弄明白了一个记者最根本的价值
追求。

当很多人面对这个问题迷惑、
彷徨的时候，张刚的回答不是落在
字面上的精美表述，而是来自新闻
实践的真实感悟：他长期行走在基
层，对老百姓的所思所想所求了然
于心，明白了只要能为老百姓解决
实实在在的难题，哪怕是一篇小豆
腐干一样的稿件，对老百姓来说都
可能比头版头条更有价值。

正因如此，许多在一般人看来
没有多大新闻价值的琐事，都成为
张刚长期倾力关注的大事，比如居
民乘公交车要走半小时、小区的路

灯故障、老年证是不是好使等等。
一个新闻工作者，应该到哪里

寻找新闻的富矿，不断地汲取智
慧、寻找灵感？弄明白这些问题，就
弄明白了一个记者永不衰竭的动
力源泉在哪里。

当很多人乐于从教科书中寻
找答案，或者乐于演绎复杂的新闻
理念的时候，张刚思考的是，新闻
理想和媒体的追求与百姓的需求
之间，结合点到底在哪里？

张刚在老百姓身上找到了答
案：和采访对象在一起时，他们身
上那些闪闪发光的东西照耀着我、
鼓励着我，与其说是我帮助了他
们，不如说是他们成就了我。

张刚的新闻实践再次说明，新
闻工作者的根基、力量源泉和灵感

都在老百姓。没有对老百姓喜怒哀
乐的热切关注，没有对老百姓的深
厚感情和敬畏，就没有记者的辉煌
和荣耀。

一个新闻工作者到底该怎样
自我定位？当有人更愿意把这一职
业视为精英职业时，张刚却在踏踏
实实为普通百姓服务的过程中找
准了自己的定位，用他的话说就
是，“我是穷人堆里出来的孩子，然
后才是一名记者。”正是这样的定
位，让张刚常怀感恩之心，认清了
自己的身份和角色，始终把基层老
百姓是不是满意作为检验自己工
作的砝码，从而不断自觉地提升为
群众服务的能力和水平。

张刚的新闻实践告诉我们，一
个新闻工作者，只有把根深深地扎

在基层的沃土里，植根于普通百姓
之中，才能真正了解和体悟国情民
情，真正找到实现自己新闻理想和
人生价值的最佳路径，才有可能真
正实践“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
群众，一切服务群众”的宗旨，也才
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为了谁，依
靠谁，我是谁”的问题。

张刚的新闻实践，为年轻的新
闻工作者提供了很好的参照。令人
欣喜的是，在张刚的影响和带领
下，年轻记者团队正投入到“走基
层、转作风、改文风”的行动中来，
像张刚那样在基层磨砺自己，不断
增进对老百姓的感情，摆正和老百
姓的关系，提高为老百姓服务的能
力，努力成为像张刚那样离不开老
百姓的记者。

在服务百姓中壮大我们的事业
本报编辑部

张刚个人的成长之路，和晚报
事业的发展是相伴随的。张刚那种
贴近百姓的工作作风，正是多少年
来晚报事业赖以发展的根基，是报
纸多少年如一日坚持为老百姓服好
务的具体体现。

其实，张刚之所以能脱颖而
出，成为大家学习的典型，就是因
为他真正了解群众的意愿，能切实
反映群众的需求，一点一滴地增进
同老百姓的感情。我们向他学习，
也是因为报纸要生存和发展，就必
须为读者服好务，把根深扎在老百
姓之中，才能枝繁叶茂长成参天大
树。今天回过头来看，不断强调融
入百姓之中，和老百姓心贴心，传
承的是七十多年来大众报业集团

“永远与人民大众在一起”的优良
传统，这是我们事业发展进程中的
一种文化自觉，没有这个自觉，就
不可能有报纸事业发展的今天。

晚报的事业发展到今天，之所
以得到读者的认可和领导的肯定，
并且发展的空间越来越大，靠的就
是在这种文化自觉引导下，不断强
化服务百姓的意识。张刚作为一个
典型，他的典型性，是集团的文化
土壤培育出来的，同时，他个人的
努力，又丰富了我们自身的文化积
累。张刚“用脚底板写新闻”的作
风，为年轻人树立了榜样，带动了
更多的人走进基层，在踏踏实实为
百姓服务的同时，更准确地把握社
会现实，更好地了解群众意愿，更
及时地反映群众需求，并更准确恰
当地认识自我，这种群体作风的形
成，无论过去还是未来，都是我们
事业得以发展的力量保障。

报纸事业发展到今天，靠的就

是不断提高服务百姓的能力和水
平，这最终是通过为老百姓提供实
实在在的新闻服务得以体现的。张
刚从最初的“胡同记者”，到成为全
国优秀新闻工作者，再到成为“三贴
近”的典型，以及今天“走转改”的典
型，他的自我超越，是我们事业不断
自我超越的一部分，从我们报纸的
发展来说，这个自我超越的过程，就
是不断提高为老百姓服务的意识和
能力的过程，这个自我超越的轨迹，
画出的正是我们事业发展壮大的

“路线图”。是集团的文化熏陶了张
刚，是晚报事业发展的大舞台，为张
刚的成长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天地。

晚报事业要获得大的发展，就
必须培养一批又一批像张刚这样和
普通老百姓同呼吸共命运、和老百
姓心贴着心的记者。在这个多元文
化交融碰撞异常迅猛的时代里，这
是保证我们不迷失自己的法宝。张
刚这个典型代表的那种精神，是我
们报纸二十多年来在文化上最珍贵
的积累，它不仅体现在张刚身上，更
体现在我们每一个老报人和年轻报
人的身上。这种文化，是未来一茬茬
新闻人成长的最好沃土，也是推动
我们事业发展的强大力量。

我们所遵循的市场法则，和服
务百姓的价值追求是内在统一的。
今后，晚报要赢得更大的发展空
间，仍然必须在服务百姓这条路上
走下去，“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
群众，一切服务群众”。

我们将永远以服务百姓的精
神自我砥砺，不断提高为百姓服务
的意识和能力，办一张扎扎实实为
老百姓服务、真诚替老百姓着想的
报纸。

11月6日，张刚大篷车百期座谈会上，热心读者向张刚赠送礼物。
记者 邱志强 摄

今年 4月 1日，张刚大篷
车在我们社区举办了一次“阳
台种菜”活动，邀请专家和有
种菜经验的市民教居民种菜
养花。这项活动非常受欢迎，
居民都希望张刚大篷车栏目
再来社区，组织与百姓生活息
息相关的活动，我们太需要
了。

——— 济南市市中区陈庄
社区居委会主任 尹小爽

张刚大篷车和社会上的
好心人给予我的帮助，我会铭
记一生。

——— 省实验中学高二学
生 陈朕

格读者寄语

张刚的工作比较细碎，但
他在平凡的工作中体现出不平
凡的精神。这种精神是两个认
真，一是真心对待百姓在生活
中的问题，二是对新闻业务、
对社会负责。所以，无论你有
多高的理论基础和业务能力，
都要做老百姓的新闻。

——— 山大文学与新闻传
播学院教授 冯炜

“胡同”记者平民情，百姓
冷暖挂心中！

全城盛赞好张刚，事事办
到心坎上。

——— 济钢二区 张家善

关注热点，大篷车奔波
在街头巷陌；

情系民生，众记者扎根
于百姓中间。

走基层，为政府献策；
问民生，替百姓解忧。
张刚大篷车，满载真情，

播撒大爱。
载一车道义责任，传一

路文明公德。
——— 济南市文化东路25

号济南灯泡厂办公室
吕允山

大篷车系民冷暖，一片真
情暖千家。

深入基层与社区，耐心倾
听咱的话。

民生问题无小事，有啥建
议都拉拉。

送来温馨与关怀，百姓心
里乐哈哈。

——— 济南市第二人民医
院药剂科 王婷

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
——— 济南七里堡小区

53号楼 刘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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