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我心心澎澎湃湃，，城城市市进进步步每每天天可可见见
本报记者 刘雅菲

创建文明城市

百姓都当成自己的事

因为工作的缘故，我几乎每周
都要去政务服务中心。一进大门，眼
睛总不自觉地望向正对门口的那根
柱子，因为上面挂着“全国文明城
市”牌匾。

去年11月23日，济南市民巡访团
团长辛安和济南裕园社区居委会主
任刘云香一起在这里为文明城市荣
誉牌匾揭牌，让济南这20年来的努力
有了一个圆满的结果。我作为创城的
见证者和参与者，也激动地把手机举
过头顶，用照片记录下这一刻。

在揭牌的现场，省委副书记、济
南市委书记王文涛说：“创建文明城
市成功归功于市民，荣誉归于市民，
今后还要和大家共同努力。”这话说
得十分在理，我采访过的不少市民，
都把创城当成自己的事。

60岁的济南市民袁佩颖就是这么
一位，去年9月，她骑电动车带着我，从
山大南路一直骑到大明湖，看看创城
以来有哪些新变化。路上，她特别自豪
地告诉我，她向相关部门反映的大明
湖门口马路橛子碍事、公共卫生间不
方便残疾人使用等问题，相关部门都
在第一时间解决了。她说：“政府为老
百姓干了不少实事。”

正是这些实事，让市民真正有

了幸福感和获得感。现在我们走在
路上可以看到，闯红灯的行人少了，
礼让斑马线的车辆多了，马路市场
消失了，便民菜市场肉菜店多了。文
明城市改变了济南的城市细节，也
让济南变得更有品质。

拆违先政府后百姓
赢得民心改变城市

去年1月8日晚6点左右，济南公布
了拆违拆临一期台账，列出了288处违
建，并且给出了时限，要在月底前全部
拆完。当时距离春节只有不到20天。

台账公布的第二天，我就到了
二环北路的绕城高速桥下调查。第
一期拆除计划的288处违章建筑当
中，有50处都位于这里。当时，我看
到几万平米的违章建筑占据了桥下
的空间，让原本的绿化带变成了违
建的“博物馆”。据城管工作人员介
绍，这些违建曾经被拆了六七次，可
是拆后一夜之间又能建起来。

“真要拆吗？这么一大片还能都拆
了？”采访中，一位商户说出了心中的
想法。对于是否能完成，我也在心里打
了个大大的问号，时间紧、任务重，这
项工作看起来太难了。

工作虽难，但是济南不怕。不仅
这一期台账中的288处违法建设和
636处违法户外广告顺利拆除，济南
又陆续推出了二期、三期台账，数量
也从最初的几百处增至几千处、上
万处，最终2017年济南共拆除违法

建设68683处、3286 . 9万平方米，面
积接近150个泉城广场。

在拆违拆临的过程中，济南坚持
先政府、后百姓的做法，赢得了市民的
支持。拆出来的空地，也以建绿透绿为
主，让市民出门就能见绿。

努力回忆2017年
几乎没有雾霾的记忆

雾霾，在济南纠缠了很长一段时
间，济南的形象也曾因为雾霾受到了
很大的影响。

我还能记得2012年冬天的一
天，我从外面采访回来，开车走在济
南的街头，空气是昏黄的，下车后，
一阵刺鼻的气味钻进了鼻子。那时
人们刚刚知道雾霾这个词，还没有
养成戴口罩的习惯。

2014年冬天的一天，孩子趴在
窗口看着外面，吵着要出去玩，我看
着接近爆表的污染指数，给他一遍
一遍地讲为什么要待在家里，任凭
他哭闹，也不愿意带他出去。

如今济南的空气质量变好了。
我努力搜寻2017年的记忆，几乎想
不起关于雾霾的事情。这背后的努
力可想而知。2017年底，我和几位同
事专门采写了济南“治霾策”这一组
稿件，通过采访我们也了解到，更精
准的路子、更严的监管、更高科技的
手段，让济南的气质提升了。

2018年，我要和济南一起努力，
一起改变，让生活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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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过去的一年，记者们进社区、入
企业，解疑难、送温暖，讲述百姓故
事，记录时代变迁。他们的身影，永
远向着前方。

他们见证了2017年各个领域的
改变和进步，当然，也有感动。

本报记者 陈玮

50多岁的厅官
组团学开车

2017年3月12日上午，在北京梅
地亚新闻中心举行的全国人大新闻
记者会上，最后一个提问国家卫计
委的机会让我抢到了。这个关于家
庭医生的提问，成为2017年我最深
刻的记忆。

对于时政记者来说，每年的重
大会议报道，都像是一场“战争”，意
味着在公共平台，要与同城、同省，
甚至全国的媒体一起攫取新闻富
矿，并作出自己的特色。会上的艰辛
无需赘言，对报道方向的把握，对政
策解读的专业和对发展方向的预
判，都要反复考量。几乎每一个目标
对象的采访，都要费一番周折，比如
提前打听对方的习惯，制造在住地

“偶遇”；遭受拒绝之后一遍又一遍
地“上门”，发采访提纲……2017年
称为时政记者的“大年”，每年例行
的省两会、全国两会之外，还有十九
大和山东省党代会。累，是2017年的
标签之一。

但是时政记者“累”，是好事，意
味着新时代新气象的到来，需要我
们去报道去挖掘，去讲好故事。
2017年是起承转合的一年，采访
八项规定实施五周年，党风政风发
生了切实的转变。有干部笑称，以
前大家相聚在酒桌上，现在都集合

在院子里散步；采访公车改革三周
年，50多岁的厅官组团学开车，甚
至开始用上了打车软件；简政放权
这五年来，企业足不出户就能办工
商营业执照，代办业务的中介突然
没了业务；供给侧改革推动下，“五
大任务”促使企业淘汰落后产能，
更换环保设备，提高产品附加值，
实现转型升级，创新技术的需求，
让负责科技转化成果的“经纪人”
比以往更要忙碌……每项改革，都
落实在具体的人，具体的事，每个
人的改变，背后是一个变革带来的
影响。

收集一幕幕感动
汇成记者的获得感

离得越近，感受就越深刻。在故
事发生的一线，采写出的时政报道，
才是有温度的报道。

在“走近”的过程中，我每次都
有不一样的感受。一个见到生人就
跑的留守儿童，主动到我面前说

“阿姨，谢谢”；一个80岁的老奶奶
拿着在扶贫车间做了一天的“小老
虎”问我，好看吗；一个接受过救助
的失能老人，顶着40度的高温，走
着来给我送锦旗，还歉疚地说“打
扰了”。这些感动收集起来，汇成我
这一年的获得感。

也是在2017年，山东提出要实
施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实现

“四新”促“四化”，而作为时政记
者，也在寻求时政新闻的创新。在

去年，我跟其他时政记者一样，除
了一名文字记者的身份，还出镜拍
视频、直播、写脚本，甚至摄像等。
这让作为时政记者的我一下子忙
碌起来，在住鲁全国政协委员赴京
列车上，当政协委员谈起今年上会
的提案，我一边拿手机拍视频，一
边拿出笔记本记录要点。当采访到
一个独家新闻，不再是保护着录音
笔回单位整理稿子，而是当场席地
而坐，把采访内容及时回传给后
方，第一时间通过新媒体发出。

与时代接轨
警惕“本领恐慌”

在去年，包括我在内的时政记
者，也创新了很多新媒体栏目，比如

“时政眼”视频栏目，用聊着天的方
式解读政策报告，比如“泺源知事”，
用轻松的语言，梳理出时政新闻背
后的故事。

在新媒体快速发展的时代，作
为一名时政记者，面对着大量公共
性报道的同时，更要保持“本领恐
慌”的警惕，加紧与时代的接轨，做
出时政新闻的特色。

新的一年，新的征程，2018年
是改革开放40周年，是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实施“十三五”规划承
上启下的关键一年。在这一年，祝
愿各位朋友，有更多的获得感，生
活有更美好的改变。而我，也会记
录下每个人的变化，讲述更多的山
东故事。

我有个习惯，每到年底都要
梳理这一年做了什么，用笔记下
来，为这一年做个总结。作为齐鲁
晚报济南市事业部的记者，我
2017年的清单上，记录着不少济
南大事。从文明城市创建、拆违拆
临，到治理大气污染……通过这
些大事的推进，我眼中的大济南
又美出了新高度。

叩叩问问时时代代，，变变革革影影响响每每一一个个人人
会上十分钟，会下十年功。在

很多人眼中，一名时政记者总是
更多地出现在会议现场，光鲜亮
丽。但光鲜的背后，是前期的准备
和长久跑基层的积累，新时代对
记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更要
迎面赶上。

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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