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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媒体人孙立照：

不不做做梦梦想想家家，，只只做做追追梦梦者者

本报记者 赵清华

目睹病人疾苦

顿生职业使命感

“在电视台实习的时候，我
就经常往医院里跑，那时我发
现竟然有很多老百姓不知道怎
么看病，错过最佳治疗时机，甚
至造成死亡。每当看到那些哭
得撕心裂肺的病人家属，我就
特别心疼，真的是发自内心地
想帮帮他们……”回忆起十多
年前的情景，孙立照仍然很动
情，他扶了扶眼镜架，抬起头继
续向记者讲述自己入行16年来
与电视新闻的故事。

2000年5月，刚刚大学毕业
的孙立照来到山东卫视“健康”
栏目实习，那时该栏目刚成立
两个月。作为一个新闻人，四处
寻找新闻素材成为他每天的工
作任务，为此，他几乎每天都会

“泡”在济南的各大中小医院。
蹲点等突发新闻、跟病人家属
聊天了解他们最关心的问题、
与医生专家交谈关注各个阶段
流行病的最新动态……匆忙、
辛苦的日子让他感觉很充实。

2001年10月，栏目组指定
孙立照主要负责“远离艾滋病”
的专题策划。为了解艾滋病的
最新态势，他专程来到收治艾
滋病的专业医院——— 北京佑安
医院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实地
考察。在那个“艾滋病还是个
谜”的时代，人们对它还相当恐
惧。虽然，孙立照打心底里有些
害怕，但为了一探究竟，他还是
硬着头皮去了。

在经过一系列的消毒后，
孙立照跟随传染科主任走进了
通往隔离区的走廊，因为在两
栋楼之间，走廊的光线很差，

“在走廊这头就能看到对面窗
子里被隔离的艾滋病患者，他
们趴在窗子前面朝我这看，当
时自己就吓得不敢往前走一步

了，太恐怖了。”他笑着说，从隔
离区回去之后，他将双手反反
复复洗了好几遍，生怕自己感
染上病毒。“当然，在专家告诉
我艾滋病的传播渠道后，心里
的恐惧就消失了。这也正是医
学普及的重要性。”

除了做艾滋病专题策划报
道外，他深入一线采访，还承担
过结核病、非典、乙肝等其他的
传染病宣传报道任务。

坚守职业底线

让观众看得踏实

2008年，孙立照所在的健
康栏目改版成养生节目。从那
时起，他就在台里和栏目组领
导的带领下，伴随着栏目一起
成长，自己也从跑口记者、栏目
执行制片人一步步走到了栏目
主编、制片人的位置。在很多人
看来，这得益于他精益求精的
性格，恰好契合了视节目质量
为生命的栏目宗旨，“我们一般
审片极少有不经任何修改就通
过的，许多片子都是经过一而
再地修改才能过关。因此碰到
不提任何意见就一把通过的片
子，连编导自己都不敢相信。”

“刘太医”、“张悟本”等都曾
是民间红极一时的“养生名人”。
他们凭借自己出书以及在电视
或公开场所举办讲座等方式出
现在大众视野，一时间其观点倍
受老百姓的追捧。当时情况下，
如能将他们请到自己的《养生》
栏目上讲一堂定会增粉不少。但
是，孙立照并没有这样做。

“电视栏目的收视率、广告
收入固然重要，但我们栏目组
绝不会贪图一时的高收视率而
抛弃职业操守，糊弄老百姓，所
以，在他们出事之前，我们早就
料到他们的危险性了。”孙立照
解释说，之所以当时没有邀请
刘太医、张悟本等“红人”做节
目主要因为这些“江湖人士”没
有达标的医学资质。原来，十几

年来山东卫视做养生节目从未
出现过事故，就是依赖于其严
格的选人制度。每期节目中，栏
目邀请的专家都是在权威医疗
单位里就职、具有副高级以上
职称、中青年力量为主的医生。
另外，每一期节目，面对商业利
益与社会利益，栏目组都会毫
不犹豫地选择后者。

“养生栏目是实实在在做
给老百姓看的，做得都是良心
活。”这是孙立照在采访中说得
最多的一句话。经常看他节目
的观众从电视上很容易找到他
的联系方式，遇到问题的时候，
他们也会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给
他打电话求助，比如找医院、找
专家，甚至挂号等。孙立照的手
机从来都是全天24小时开机，
为的就是确保观众能联系到自
己。“其实，每晚听电话响，我心
里也一阵紧张。”孙立照解释
说，在深夜里接到来自观众的
电话，定是危险紧急的情况，

“不然他们也不会找我。”所以，
接到电话后的孙立照总会想方
设法帮他们渡过难关。

做长久的节目

让中国人多活十年

虽然是记者出身，但16年
来的工作经历，使他对医学的
见闻已超过某些专职的医务人
员。为了将栏目做得无可挑剔，
孙立照在将每期节目交由相关
专家把关的同时，自己也在“偷
偷”用力，一有空就坐下来研究
医书，“也没什么特殊爱好，因
为工作，也是因为兴趣就研究
中医养生了。”就这样，他最终
获得了高级中医药养生师资格
证。“这个资格证书含金量很
高，能拿到这个资格对很多专
业医师来说也实属不易。”

谈到个人经历时，孙立照
总会轻描淡写地提上一两句，
并表示对一些具体事情早已忘
记。而说到栏目时，他便立刻打
开了话匣子。“《养生》栏目在山

东电视台相关领导和同事的合
力经营下，已经由一个孩子成
长为一个青年人。”他介绍说，
是他们开创了国内大型养生讲
坛电视专栏的先河，是观众朋
友们公认的集权威性、精制作、
服务公众的大型保健养生类栏
目，自开办以来，赢得了无数观
众朋友的密切关注，很多人将

《养生》视为生活中的朋友……
电视栏目都有自己的生长

周期，孙立照主持的这个栏目就
目前已经有8年之久了，现在市
场反响依然很好，未来的路应该
会更长。“当时创办栏目的初衷
是：‘让中国人多活十年，让每一
个人成为养生知识的传播者和
受益者’，所以，在最难熬的时
候，我们也始终坚信这样一个栏
目是有受众需求的，实践也证
明，只要节目质量对得起观众，
观众就会买我们的帐。”

如果说做好栏目需要有养
分的科学知识，那么做好公益
活动策划，所需要的不仅仅是
有养分的科学知识，还需要足
够的耐性和资金。在制作常规
节目之余，自2002年开始，孙立
照先后策划了艾滋病大型现场
直播，爱耳日、精神卫生日大型
义诊及医患联谊等活动，艾滋
病、结核病、非典等防治专题活
动，以及深入基层的健康齐鲁
行等活动。“因为栏目都是在工
作日播放，所以我们做活动的
时间基本上都是周末，虽然很
辛苦，但我们的团队都很有干
劲，毫无怨言，让我很感动。”

他认为，引导群众正确的
养生，从大的方面讲，需要整个
养生行业的自律，包括养生专
家的自律、媒体宣传者的自律、
养生相关企业的自律等。2011
年初，由孙立照发起的山东省
科学养生协会成立，这也是国
内首个科学养生组织。“有了这
个平台，便能进一步加强整个
养生行业的自律性，能更好地
服务老百姓，让更多人懂得学
习使用正确的养生方式。”

善做圈内“织网”人

“我们媒体工作者都是为别
人做嫁衣，从没想过宣传个人。”
记者采访之初，身着白衬衣、带着
金框眼镜的孙立照对记者说道。

其实，无论是在工作还是生
活中，他都一直在扮演媒介的角
色。在好友圈备受欢迎的他，总是
找机会就把各个圈的朋友聚在一
起拉拉呱。有位好友曾评价他像
是朋友圈里的织网人，“立照总会
热情地把自己的朋友介绍给大
家，这让我们的朋友圈子越来越
大，大家都很受益。”

不带任何功利性的目的，仅
仅是为了维系朋友之间的感情，
这也使得朋友之间相处很轻松。
因为曾在医院呆了很长时间，见
惯了生离死别。在孙立照看来，人
与人之间的情谊，比名利更重要。
在周围很多朋友看来，孙立照还
是山东青联朋友圈里的热心肠，

“他总是那个付出多一些的人。”
去年普法日当天，孙立照的

一个律师朋友在济南市泉城广场
举办了一个法律知识普及活动。
因为正巧赶上节假日，活动组织
者找歌手、舞者都比较困难。孙立
照得知后，第一时间致电几个从
事音乐工作的圈内人士帮忙，使
得最后活动得以顺利开展。“当
时，我把这个活动的目的和影响
说明之后，他们一呼百应，倾力相
助，当然有几个更是放弃了商演
的机会，朋友们真的很给力。”

家有贤妻善解人意

“我爱人每天6点多起床，开
始做3种早餐，儿子的牛排，我的
油饼，她和爸妈的炝锅面。”孙立
照说，妻子更像家里的顶梁柱。祖
孙三代一起生活了八年，妻子从
没和老人们红一次脸，他笑着说，

“有爱人在家操持，我在外面闯事
业才无忧无虑。”

孙立照说他的人格宣言就
是：感恩、感怀。当记者问到他参
与公益的动力是什么时，他说，

“这应当归功于我的爱人，她是首
批最美济南人，与她比起来，我做
得还不够，可以说，在做公益这条
路上，她是我的导师。”原来，他的
妻子王克可是济南市育贤小学的
一名教师，不仅工作优秀，而且还
发起组建了民间草根组织来救助
贫困家庭的孩子，每逢节假日她
总会去一些贫困地区实地考察，
并积极协调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
孩子。正是由于多年来深受妻子
潜移默化的影响，身为丈夫的孙
立照也不甘落后，自觉投入到公
益事业中。

作为新闻媒体工作者，加班
加点是常有的事儿，不管孙立照
多晚回家，妻子总会在客厅为他
留一盏灯。“每次看到亮着的灯，
我的心里就暖暖的，就是这盏灯
让我无论加班到几点，在外多辛
苦都要回家。”孙立照说，有这样
一位知书达理的妻子在背后支持
自己，他感觉很幸运、很幸福。

链接

作为新闻的“搬运工”，他们总是冲在第一现场，哪里有新闻哪里就有“战场”。
他们工作在新闻幕后，撰稿、改稿、审稿、制作专题，他们总爱宅在机房为制作优秀
的电视节目而奋斗。孙立照，资深媒体人，上世纪90年代末进入电视新闻行业，一
干就是16个年头。从一名卫生口跑口记者，一路成为《养生》栏目制片人，毫无疑
问，他的职场奋斗史是成功的。但他似乎又不甘于只做“新闻搬运工”，为了更好地
服务观众，他不仅考取了连专业医师都羡慕的高级中医药养生师资格证，还发起
成立了国内首个养生自律组织——— 山东省科学养生协会。

钟南山院士给孙立照（左一）的栏目题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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