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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夕前一日，记者来到万年县采访。走进该县汪

家乡坑边村，扑面而来的年味里，透着万象更新的喜庆

与生机。

春节返乡人员增多，为做好村民的健康“守门人”，

乡村医生坚守岗位，坑边村卫生室村医李久能就是其

中一员。

走进卫生室，记者看到，诊疗室墙壁上整齐悬挂

着重点人员信息台账，笔迹清晰、信息丰富。为保障

村民的健康，李久能早早就对坑边村的重点人群，尤

其是有基础病的高龄老人进行健康摸底，建立针对重

点人群的“红、黄、绿”三色分级健康管理服务体系，摸

排老年人患基础性疾病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健康指

导和诊疗。

当日 18时，刚下班的李久能又开始了走街串巷、巡

诊送药的加班环节，记者跟随李久能走进 86 岁高龄的

村民周奶奶家中。“最近咳嗽头疼好点没？”李久能一边

利 落 地 拿 出 指 压 式 血 氧 仪 夹 在 老 人 食 指 上 ，一 边 询

问。“春节期间返乡人员多，亲友上门记得戴口罩、勤洗

手，别往人多的地方凑。”李久能悉心叮嘱，周奶奶点头

说好。

宰年猪、打糍粑、贴春联、挂灯笼，“今年春节，家里

人团聚了，菜都要多备几盘哩！”“多亏了医务人员的坚

守，才有这万家灯火的健康团圆年。”村民们笑着说。

“身”入基层，更要“心”入基层。“心”不到位，就无

法闻到大地上的泥土味，也听不到老百姓的真心话；

“心”到位了，才能拿起笔，把自己在一线所见所闻所感

一一记录，将幸福背后的守护和感动一一呈现。

“身”入基层，更要“心”入基层
本报全媒体记者 倪可心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育良种，是每一位

农业科技工作者矢志不渝的追求。

今 年 的“ 新 春 走 基 层 ”，我 将 目 光 投 向 了 那

群 奋 斗 在 三 亚 的 省 农 科 院 育 种 人 员 。 这 是 我 第

二次去江西省农科院南繁基地采访，有了更深的

体会。

临近春节，年味渐浓。但对这群南繁“候鸟”来

说，农时更重要。海南独特的气候条件，可实现农作物

的加代繁殖，缩短品种的育种周期。因此，他们倍加珍

惜这里的光热资源，与时间赛跑。

“作物才不管你过不过年呢，你对它实诚，它对你

也不会赖。”玉米育种人员颜廷献是个“老南繁”，幽默

风趣。自参加工作以来，颜廷献与家人共度的春节屈

指可数。春节前后，是玉米授粉的黄金期。颜廷献一

大早就钻进玉米地，中午随便扒几口饭，接着一直忙到

日落。脸被火热的阳光晒得黑红，手被锋利的玉米叶

割伤，颜廷献累并快乐着。他所在的科研团队的鲜食

玉米育种水平位居全国前列，成果转化收入也在逐年

增长。

站 在 田 埂 上 ，目 之 所 及 的 新 绿 漾 着 勃 勃 生 机 。

这 新 绿 ，是 禾 苗 的 颜 色 。 水 稻 育 种 人 员 带 着 各 自 的

研究课题，真诚地向这片土地寻找答案。“2 万多株，

一株一株来，急不得也慢不得……”水稻育种人员汤

国 平 的 话 戳 中 了 我 的 心 。 育 种 工 作 是 枯 燥 且 漫 长

的 ，是 在 期 望 和 失 望 中 不 断 前 行 的 工 作 。 每 年 他 们

都 会 默 契 地 坚 持 ，奔 赴 南 繁 之 约 ，只 为 实 现 心 中 的

“良种梦”。

脚踩实了大地，笔下的文字才会真实自然。三亚

归来，我细细咀嚼萦绕在脑海里的采访细节，撰写的通

讯报道《南繁“候鸟”》于 1 月 22 日在江西日报二版头条

刊发。身边不少朋友告诉我，这篇报道让更多的人走

近这群面对孤独、迷茫和挫折，都不曾轻言放弃的南繁

“候鸟”。可爱的他们值得被铭记。

到基层去，用镜头、笔头记录这个时代的芳华绽放

和梦想生长，这是新闻记者的职责，也是荣幸。唯有沉

下去、走进去，才能写出直抵人心的新闻作品。

常走常新更“走心”
本报全媒体记者 齐美煜

春节期间记者深入基层采访，是新闻宣传战线的

优良传统。作为一名驻地记者，我认为走基层要走进

群众心里，选题要新，要有时代性，有新闻价值；文风要

实，要多思考分析，不要讲套话，让读者读之有味。

“新春走基层”采访选题要突出“新”字。1 月 9 日，

我在横峰县采访时，当地融媒体中心工作人员提供了

一条信息：马上过年了，葛源镇黄山村要给村民发羊

了。经过了解后，得知是当地采取“村级集体经济合作

社+专 业 养 殖 合 作 社+农 户 ”的 发 展 模 式 ，由 农 户 出

1500 元入股、村级集体经济合作社进行监督管理、专业

养殖合作社进行养殖，今年创造效益 20万元，村民们可

以领取现金或以领羊的方式进行分红。1 月 10 日，在

分红现场，我将村民领羊后，牵着羊高兴地走出合作社

的画面拍了下来，图片《领羊啦！》见报后反响较好，既

有泥土味，又有新闻性。

“新春走基层”栏目稿件文风要实，要有思考。近

几年，我一直关注弋阳年糕产业的发展，思考这个产业

为什么一直没有做大做强。2021 年，弋阳县将年糕作

为乡村振兴的五大产业之一，标准化种植、制作技艺等

方面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弋阳年糕年年高》一稿不

长，没有空话、套话，既短小精悍，又不乏思考。

选题要新 文风要实
本报全媒体记者 吕玉玺

作为经济部的记者，既要关注重大经济事

件，又要走进田间地头，用鲜活的案例阐释宏

观数据、追踪政策落地。新春走基层，就是

践行“四力”、深入一线采访的绝佳机会。

蔬菜是“菜篮子”工程的重要内

容，也是记者长期关注的话题。大

力发展蔬菜产业，建好“菜园

子”，对于我省保障重要

农 产 品 有 效 供

给、打造

新时代乡村振兴样板之地具有重要意义。

1 月 5 日，记者来到“江南菜乡”乐平市。冬日里，

覆盖着白色薄膜的蔬菜大棚绵延数公里，成为乐平市

乐港镇的一道独特风景。

近年来，作为乐平市重要蔬菜基地，乐港镇的蔬菜

产业规模不断突破，但是农业品牌影响力不足、现代化

水平不高等仍然制约着当地蔬菜产业的发展。为此，

江西省绿色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和乐平市政府共同出资

组建江西省蔬乡农业生态有限公司，着力打造乐平蔬

菜产业示范园项目。

作为乡村振兴的示范项目，示范作用如何发挥？

“示范就是做给农民看，通过邀请农

民 进 基 地 参 观 、务 工 等 形 式 ，实 实 在 在

地感受两者之间的差别，这是最有效的。”江西省蔬

乡 农 业 生 态 有 限 公 司 总 经 理 吴 永 新 告 诉 记 者 ，自 己

的 基 地 中 ，有 来 自 云 南 的 技 术 团 队 ，也 有 本 地 的 菜

农。采访时，大家就如何早出苗、如何催肥、如何实

现 错 季 种 植 等 话 题 进 行 交 流 ，乡 村 振 兴 就 在 谈 话 中

谈出来。

在 温 室 大 棚 里 ，记 者 认 真 倾 听 菜 农 们 的 朴 实 交

流。63 岁的村民胡仲银，不知道什么叫乡村振兴战略，

也不懂农业现代化，但他真切感受到，虽然自己种了 30
多年菜，示范园里的菜却比他种的还要好、也更好卖，

在这务工，自己的收入也更高了。不懂经济术语，甚至

说普通话都磕磕巴巴的胡仲银，却让记者近距离感受

到了江西经济跳动的脉搏。

在一线感受经济跳动的脉搏
本报全媒体记者 李耀文

律回春晖渐，万象始更新。

2023 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承前启后的关键一年。新年伊

始，本报开展“新春走基层”活动，数十名全媒体记者进社区、访农家、入企业，用文字描绘赣鄱大地的新春气息

和奋斗脉动，用镜头记录红土地欣欣向荣、群众安居乐业的美好景象，推出了一批“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

的精品佳作。

“新春走基层”活动中，记者们在扎实的采访中锻炼脚力、在敏锐的观察中提升眼力、在冷静的思考里增强

脑力、在形象的文字上淬炼笔力，有付出更有收获。今天，我们选取部分记者“行”的观察、“走”的思考，与读者

一同感悟新闻工作者如何呈现一个生机盎然、蓬勃向上的奋进赣鄱。

近年来，我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安居乐业美

丽家园，百姓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春之际，

记者走进赣州市南康区龙回镇，与当地返乡群众一起

见证老区新貌，感触颇深。

环境 更 美 ，是 记 者 最 直 观 的 感 受 。 宽 阔 整 洁

的 柏 油 路 、彩 色 的 透 水 人 行 道 、统 一 的 白 墙 青 瓦 楼

房 …… 几 年 前 ，龙 回 镇 的 百 姓 难 以 想 象 这 是 他 们 的

家 园 。 一 名 离 家 多 年 的 村 民 告 诉 记者，他记忆中的

家乡还是灰尘四起、道路狭窄、房屋破旧的样子，如

今看到家乡旧貌展新颜，感叹之余，更充满了骄傲和

自豪，并深深感激党和政府在推进乡村振兴方面做出

的巨大努力。

产业更新，是记者最意外的收获。来之前听说当地

在发展旅游产业，原本以为只是简单的农家乐和乡村

游，但没想到的是，当地敢为人先，充分利用得天独厚的

自然优势，将发展的目光锁定在“体育+旅游”产业，并率

先打造航空飞行营地，引进滑翔伞运动，还举办了全国

性的大赛，极大提升了当地的知名度。产业发展的成

功，让百姓成为直接受益者。有的村民在家门口就业，

有的村民搞起了民宿，真正吃上了“产业饭”。

采访结束之际，当地雨过天晴。站在龙回镇公主

岭山顶的滑翔伞基地，阳光透过云朵洒向全镇，一片景

美、民乐、业旺的画面映入眼帘。记者相信，龙回镇的

未来必将充满希望，人民的生活必将越来越好。

老区生活越来越美
本报全媒体记者 陈 璋

走进万家灯火 呈现奋进赣鄱

本报全媒体记者齐美煜（左）在江西省农科院

南繁基地采访。 通讯员 李 莉摄

本报全媒体记者倪可心（左二）在万年县汪家乡

坑边村卫生室采访。 通讯员 李 陈摄

本报全媒体记者陈璋（左）在赣州市

南康区龙回镇坪沙村采访。

通讯员 彭碧莲摄

本报全媒体记者吕玉玺（右）在弋阳年糕生产企业

江西阿里老表贸易有限公司采访。 通讯员 黄祥龙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