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月 1 日，大

余县吉村镇吉村

村 脐 橙 种 植 基

地 ，村 民 在 采 摘

赣 南 脐 橙 。 当

日 ，赣 南 脐 橙 统

一 采 摘 上 市 ，大

余县脐橙园内一

派繁忙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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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功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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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见证了铅火光电的巨大变迁，用沾满油墨的双手，在粗糙的毛边纸上书写、编印，为江西
报业史留下浓墨重彩的篇章，给新闻人带来无数启发与思考。

他们在数网端云中成长，用镜头和话筒记录着赣鄱大地的崭新面貌，用一篇篇热气腾腾的报
道传递着温暖和力量，用脚力、眼力、脑力、笔力践行着媒体人的使命担当。

2022年11月8日是第二十三个记者节。为铭记而庆祝，为传承而追寻，《江报直播室》栏目
对话两位年逾九旬的老一辈党报人和两名新时代的党报记者，听他们重温毕生追求的新闻理想，
分享只争朝夕的奋斗历程。

核心提示：

■ 主持人：本报全媒体记者 杨 莹

在铅火光电中淬炼忠诚

（画外音）他们从战火硝烟中一路走

来，见证了铅火光电的巨大变迁；他们在

粗糙的毛边纸上奋笔疾书，用沾满油墨的

双手编印报纸；他们用汗水与坚持，为江

西报业史留下浓墨重彩的篇章。

熊性勤，1954 年调进江西日报编辑

部，正式成为一名记者。1960 年，他在江

西日报刊发未署名消息《庆祝十位工人荣

任工程师》和社论《工人阶级的光荣和骄

傲》，在全国引发广泛关注和持续讨论。

熊性勤（江西日报社离休干部）：20 世

纪 60 年代，我们国家资金、技术和人才都

非常短缺，工人当工程师，在旧社会是连

想也不敢想的事情，只有在劳动人民当家

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实现。

我写的这篇报道，批驳了那种认为只

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学毕业生、留过

洋的人才能当工程师的观点，证明了工人

阶级在实际劳动生产斗争中所积累的知

识是非常丰富且有价值的。我还撰写了

社论，提出要提高工人群众的技术文化水

平，加强企业的技术理论教育和科学研究

工作，帮助工人不断提高等论点，在当时

是非常鼓舞士气的，文章后来被《人民日

报》转载了。

于敏忠，1952 年调任江西日报吉安记

者站站长。1953 年 10 月至 1954 年 2 月，

他随朝鲜慰问团中南分团赴朝鲜采访，写

下了《中朝人民心连心》《宝贵的礼物》《普

天堡的光芒》等“朝鲜见闻”专栏稿件，被

吉安市许多学校复印成教材使用。

于敏忠（江西日报社离休干部）：那是

1953 年 10 月 15 日的清晨，慰问团的列车

到达朝鲜的新义州车站，欢迎的人们站满

了站台，他们高喊着“欢迎中国人民赴朝

慰问团”“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期盼

的神情令我动容。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

朝鲜人民能够抵御美国的现代化武器，没

有顽强的毅力和坚强的意志，是难以想

象的。

因为现场的感受特别浓烈而丰富，所

以“朝鲜见闻”的首篇稿件我几乎是一气

呵成的。之后的慰问行程里，我们受到了

朝鲜人民的热情款待，他们英勇无畏、朴

实勤劳的形象也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

路途中，不少朝鲜人民送给我们功勋章、

绣品等珍贵礼物，这些细节都被我写进了

稿件，成为中朝人民深厚情谊的见证。

在数网端云里放飞梦想

（画外音）出差采访，熬夜写稿，制图、

剪片，与家人聚少离多……这是如今许多

一线记者的常态，记者节也不例外。他们

以梦为马、不辱使命，用青春之笔宣传党

的主张，反映人民心声，记录时代精神，传

播江西好声音。

杨继红，1996 年开始从事新闻摄影工

作，2001 年进入江西日报社成为一名摄影

记者。2020 年，他参加我省对口支援湖北

省随州市新冠肺炎防治工作报道，并获得

全 国 抗 击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先 进 个 人 荣 誉

称号。

杨继红（江西日报全媒体首席记者）：

2020 年 3 月 4 日，我进入随州市中心医院

龙门院区重症加强护理病房，用镜头记录

下江西援随医疗队员与当地医护人员日

夜奋战，挽救一个又一个垂危病人的感人

瞬间。在随州的 42 天里，我发回融媒体

报道 100 多篇，每一篇文字、每一张图片、

每一个视频里，都涌动着一股温暖而坚定

的力量，这也是我作为一名党报记者的责

任和担当。

今年的记者节，虽然我依然在忙碌的

工作中度过，但特别有意义的是，我参与

报道的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和江西省

第十六届运动会，正吸引着全国甚至世界

越来越多人的目光。让江西好故事“飞”

进千家万户，让江西好声音唱响祖国大

地 ，这 或 许 就 是 一 名 党 报 记 者 的 价 值

所在。

宋 思 嘉 ，2018 年 进 入 江 西 日 报 社 ，

采 写 的 稿 件《让 老 百 姓 的 生 活 充 满 阳

光 ——南昌市西湖区社区治理和服务创

新的观察与思考》《超历史大洪水之年白

鹤依然舞鄱湖》分获第 30 届中国新闻奖

二等奖和第 31 届中国新闻奖三等奖。

宋思嘉（江西日报全媒体记者）：在得

知南昌市西湖区成为全省唯一入选全国

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后，我立即深

入西湖区各个社区采访。在历时数月的

蹲点采访中，我们跟着社区干部走街串巷

进社区，参与一次次圆桌会，感受群众的

喜怒哀乐，形成了上万字的采访笔记。在

成稿的过程中，我们对素材进行优中选

优，在述评中注重典型与细节捕捉，最终

打磨出一篇主题突出、文风朴实、感染力

强的作品。

记者节，是新闻人的节日，更是广大

读者的节日。在这个不放假的节日里，我

选择继续行走在发现新闻的路上，牢记新

闻人的使命，担起新闻人的责任，用手中

的笔和镜头记录伟大征程中的感人瞬间，

讲述新时代里动人的奋进故事。

做党和人民信赖的新闻工作者

（画外音）从“铅与火”到“光与电”，再

到“数与网”“端与云”，随着传播媒介的迭

代更新，一代又一代江报人也在不断探索

更新更多元的表达方式。他们见证历史、

经历迷茫、开拓创新、收获辉煌，始终坚守

的，是与党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初心

和使命。

熊性勤：作为一名党的新闻工作者，

是要顶天立地的。“顶天”就是坚定党的理

想信念，“立地”就是为人民服务，一定要

时刻牢记。

于敏忠：做记者，首先要加强理论学

习，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做到头脑清醒、方

向正确；其次，业务能力要过硬，做到又快

又准；第三，工作作风要优良，要严于律

己，保持一身正气。

杨继红：我一直以来都以战地记者罗

伯特·卡帕的名言“如果你拍得不够好，那

是你离得不够近”为座右铭，做摄影记者

就 是 要 到 新 闻 发 生 的 现 场 去 ，近 些 、更

近些。

宋思嘉:好记者应当走好脚下的路，

深入基层、深入一线，用脚步追寻，用汗水

思考，用真情书写，在时代潮流中唱响主

旋律，讴歌新时代；好记者更应当走好心

里的路，不论何时何地，坚守与群众同在、

与社会共振的初心，倾听人民声音，点亮

心中灯火。未来，我希望自己能继续奔赴

在去新闻现场的路上，永远和祖国的心跳

同频共振，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

量传递给更多人。

为历史注脚 与时代同行

《江报直播室》是江西日报和中

国 江 西 网（http：//www.jxnews.com.

cn）、江西新闻客户端联合主办的全

国第一个报网互动视频直播栏目，扫

描二维码、登录中国江西网或下载江

西新闻客户端，即可在网上和手机上

收看本期《江报直播室》的视频。

■ 文字：本报全媒体记者 杨 莹 ■ 摄影、摄像：张翰林 本报全媒体记者 徐 铮 吴福清

熊性勤（中）接受采访。本报全媒体记者 吴福清摄

杨继红在庐山采访拍摄。（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于敏忠（左）接受采访。 张翰林摄

宋思嘉（右二）在靖安县采访。（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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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 日，赣南脐橙开始采摘。眼下，正

是赣南脐橙大面积成熟上市的关键时期。

今年年初，赣州持续低温阴雨；5 至 6 月，

遭遇洪涝；7 月以来，旱涝急转，持续出现高温

少雨天气，土壤缺墒严重。

面对如此极端天气，赣南脐橙的产销情况

如何？连日来，记者带着一系列疑问，走进赣

县区、安远县、上犹县等地，进果园、访果农、问

企业，一探究竟。

一问：产量如何？

11 月 3 日，记者车行赣县区阳埠乡，金灿

灿的脐橙点缀着青山。一家农资店里，几名果

农正在谈论今年收成。扛过前年的霜冻，又遇

上今年的反常天气，大家毫无保留地向记者袒

露从事农业的艰辛。

“我种了 1000 多株脐橙树，今年产量大约

4 万公斤。与去年相比，今年有所减产。”村民

朱开禄告诉记者，受天气影响，他家果树有一

定数量的裂果、太阳果。

“高温干旱损伤了果皮组织和细胞，造成

太阳果。久旱逢甘霖，果实快速膨大，又容易

裂果。”同行的赣县区果业发展服务中心技术

指导股股长杨祖俊向记者解释道。

与朱开禄相比，一旁的 85 后果农严袁梅是

幸运的。今年是他种植脐橙的第七个年头。

去年，严袁梅在自家果园安装了水肥一体化灌

溉设备。“拧开开关，肥料随水均匀输送到果树

根部，一小时能喷洒 40 公斤水，喷洒两小时能

管用一个星期，节水抗旱，省时省力。”严袁梅

介绍。

走进果园，但见脐橙挂满枝头。再细看，

一根根黑色管子与果树根部相连，水管布满小

孔，喷水直达果树根部。严袁梅坦言，得益于

当地积极引导果农开展抗旱自救，今年虽有减

产，但在可承受范围之内。

“水肥一体化灌溉技术可以缓解旱情。”杨

祖俊补充道。去年，赣南脐橙种植面积 175 万

亩、产量 150 万吨。“今年，赣南脐橙预计减产

5%至 10%，价 格 较 去 年 每 公 斤 上 涨 0.4 至 0.6
元。”赣南脐橙协会会长黄传龙直言。

二问：销路如何？

与阳埠乡相连的王母渡镇，脐橙种植面积

达 5.2 万亩，是赣南脐橙种植大镇。

“赣州市彭城莲花农业有限公司订购 430
万公斤、瑞金市品冠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订购

250 万 公 斤 ……”11 月 3 日 ，王 母 渡 镇 热 闹 非

凡，14 家果业公司前来采购，累计销售脐橙 2
万吨。

“赣南脐橙品牌响，行情一直不错，销路完

全不用担心。今年，我家 15 万公斤脐橙准备全

部走直播带货。”王母渡镇 90 后果农彭涛信心

十足地说。

线上线下齐发力，赣南脐橙销售两头旺。

“大家看看我手上的脐橙，只要今天下单，明天

在路上，后天就到你手上……”在赣南脐橙采

摘的第一天，不少网络直播团队就把直播间搬

到了脐橙园，吸引不少消费者下单。

“上犹脐橙面积 4 万多亩，预计今年产量可

达 1 万吨，线上销售将占绝大多数。截至 11 月

6 日，上犹县社溪镇犹江红脐橙园收到 8000 多

箱订单。”上犹县农产品运营中心负责人钟宏

香说。

不 愁 销 的 脐 橙 格 外 甜 ，果 农 吃 下 定 心

丸。11 月 5 日，记者见到安远县欣山镇古田村

村民欧阳宝成时，他正在修理林班道，为采果

队上山下山作准备。“再过半个月就采果，忙

碌了一年，终于要画上句号。今年预计增收

40 多万元。”欧阳宝成笑着说，前不久，当地电

商企业主动与他签订每公斤 5.30 元的定向采

购协议。

近 年 来 ，赣 州 积 极 延 伸 脐 橙 产 业 链 条 ，

打造脐橙精深产品技术研发、精深加工一条

龙的全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我们采取

超高压冷杀菌技术，在不改变口感、风味、营

养的前提下对果汁进行杀菌处理，一天可精

深 加 工 次 果 180 吨 ，较 好 地 解 决 果 农 的 后 顾

之 忧 。”江 西 果 然 食 品 有 限 公 司 负 责 人 欧 阳

军说。

近年来，赣南脐橙远销俄罗斯、新加坡、马

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得到国际市场充分

认可。“作为首批‘中欧 100+100’地理标志互认

互保产品，今年，赣南脐橙将加大销往欧洲市

场力度。”黄传龙告诉记者。

三问：品质如何？

赣南独特的气候土壤条件和先进的栽培

管 理 技 术 ，孕 育 出 一 流 的 脐 橙 果 品 。 2022
年 ，赣 南 脐 橙 以 品 牌 价 值 686.37 亿 元 位 列 全

国区域品牌（地理标志产品）第六位、水果类

第一位。

赣南脐橙是赣州名副其实的农业“当家

树”、农村“致富树”和农民“摇钱树”，维护赣南

脐橙品牌成为当地政府、企业、果农的共识。

“受气候影响，今年的赣南脐橙化渣度稍

差，但糖分更高、口感更好、味道更浓郁。旱

情，改变不了赣南脐橙的特色特点。”“赣南脐

橙第一人”袁守根表示。

11 月 4 日，信丰县大桥镇举办了首届脐橙

果品质量评比活动，依据单果重、光洁度、整齐

度、化渣度等十项内容，对 20 名果农种植的赣

南脐橙进行现场打分。“我们举办评比活动，就

是为果农们互相交流学习搭建平台，营造比学

赶超、互学互进的氛围，坚定品质提升、品牌建

设的信心。”袁守根告诉记者。

据了解，为维护赣南脐橙品牌良好形象，

近日，赣县区王母渡脐橙协会聘请了 150 多名

讲信用、重品行的脐橙销售大使。“我们要求销

售大使必须推广销售优质赣南脐橙果品，禁止

推广销售烂果、粗皮果、畸形果、软皮果等劣质

赣南脐橙果品。”王母渡脐橙协会会长刘诗芸

告诉记者。

前 期 雨 多 后 期 雨 少

今年赣南脐橙甜不甜？甜！
本报全媒体记者 唐 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