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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是换届大会，呈现
开局之年新任委员多的特点，本报专门设置亮相
特刊报道新任委员。

全国两会召开前夕，一封封电子版《新任委员
采访函》被发送出去。后来，本报有幸报道了120
余位新任委员。3月11日凌晨，我们梳理亮相特
刊报道名单时，委员故事中的一幕幕再一次浮现
在我们眼前……

他们值得敬佩。新任委员中既有全海深万米
载人潜水器“奋斗者”号的总设计师，也有研究小
小柑橘经济价值的农科院专家，还有扎根美丽山
村的第一书记……行业不同，他们身上的那股钻
研劲头却十分相似。报道的字里行间，我们能感受
到他们身上精益求精将每件小事做到极致的追
求，能感受到他们全力以赴将每项工作落到实处
的努力。

他们值得记录。编辑特刊，我们遇到了一个难
题——多位新任委员发来的配图与我们的预期效
果有不小差距。在与委员沟通更换照片的过程中，
多名记者反馈——委员很少拍照，也不喜欢出现
在聚光灯下。也许，这从另一个方面体现了亮相特
刊的必要性。报道这些默默无闻为党和国家事业
作出突出贡献的人，是我们的责任，更是我们的荣
幸。

他们值得学习。前段时间，新任委员大多做了
两件事——学习和调研。为以更高站位更广阔视
野建言献策，新任委员特别重视学习政协的理论
知识，还向熟识的“老委员”取经，在学习材料上写
满了工整的笔记。同时，注重发挥专业优势，深入
所在领域走访调研，力求把基层最真实的声音，尤
其是那些容易被忽视的声音，带到全国两会。

……
他们是我们的骄傲。
期待能够再次走近他们，将委员的履职故事

讲给更多的人听。

他们是我们的骄傲他们是我们的骄傲他们是我们的骄傲
本报记者 罗 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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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我是澳门人，有人说我是香港人，但
我会说我是大湾区人。”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全
国政协委员何超琼在“委员通道”上发自肺腑的声
音在各大媒体热搜榜久久回荡……

“祝愿女同胞们节日快乐，希望大家永远有一
颗友善、爱国的心！”次日，“三八”国际妇女节，何
超琼对着本报记者的镜头这段15秒的视频一经
发布，又登上了热榜，“大湾区人”何超琼精彩真挚
的祝福再次感动千万网友。

我想，这就是爱国的力量吧！这样的故事，在
港澳界别的委员群体中，不胜枚举。

“新时代，我要为祖国、为香港作出新的贡
献。”何君尧委员是我在广州两会相识的“老友”，
再次见面，他带来的每一件提案，都激扬着满满的
家国情怀，焕发着不变的爱国之心。

3月5日，第60个学雷锋纪念日，庄紫祥委员
在接受采访时突然问我：“你知道我学的第一首歌
是什么吗？”随即，他便哼唱起了《学习雷锋好榜
样》。“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大湾区人，在国家需
要的时候一定要像雷锋一样站出来。”话刚说完，
在场的其他委员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我想，这也是
政协委员们的共同心声。

7天半的时间，网络视频采访间每天迎来送
往十余位委员，我们策划的《两会·我在现场》共推
出15期，全网点击量逾5000万。作为一名记者，
在聆听和记录中，我见证了政协委员参政议政的
热情、对国家的赤诚和忘我的奉献，更听到了委员
们发自内心的声音：“砥砺前行、锐意进取，始终与
祖国同行！”

遇见大湾区的他们遇见大湾区的他们
本报融媒体记者 徐康辉

获悉报社安排我在友谊宾馆驻地担任驻
会记者，我感到责任重大。

熟悉政协会议的记者都知道，友谊宾馆
不仅是委员数量最多的驻地，而且时政报道
任务重，紧急任务多。要想做好这些报道，我
首先想到的就是要抓紧学习。

会前，我多次阅读、随时查阅党的二十大报
告。到驻地时，除了日常随身携带的报告单行本
外，还专门带了《党的二十大报告辅导读本》。

会前，我翻阅了最近一年来人民日报、新
华社的重要文章。我把有的文章打印出来，带
到会上，不时参考。同驻地的新华社记者看到
我打印了“从党的二十大看中国共产党的成
功密码”系列文章，还专门向我介绍了文章背
后的故事。我们相谈甚欢。这些文章对我启发
很大。

较之其他驻地，友谊宾馆驻地有一个特
点——各省区市来京工作人员聚集于此。这
批工作人员大致可以分为两类：联络类、文稿
起草类。团结好这批工作人员，对于驻会记者
开展工作非常有利。

今年友谊宾馆驻地的工作人员中，给我印
象最深的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办公厅宣传
处的潘柯君。在我社驻广西记者站站长的介绍
下，一到友谊宾馆驻地，潘柯君就主动找到了
我，向我介绍广西的各种情况。会议进行中，当
我需要选择采访对象时，她不仅及时、准确给
我推荐、联系采访对象，有时还能帮着列采访
提纲。其实，她的工作并不轻松，经常晚上十点
之后还在给委员服务，凌晨还在赶稿。

面对六个界别近500位委员，正是因为
有潘柯君等几位地方政协同志的鼎力支持，
才极大提高了我的工作效率。我对他们深表
感谢。而我们各个媒体的同行之间也经常团
结协作。

总结两会经验，不仅在两会期间，以后
我也要将注重学习、广泛团结应用到日常
工作中。

注重学习注重学习 广泛团结广泛团结
本报记者 江 迪

第一天入住大成路9号时，时值傍晚。一
枚橘色的落日挂在窗前，目之所及尽是它的
光亮。

没想到，这番闲情逸致竟成了唯一一次。
今年，大成路9号有多个“第一次”：新委员

第一次参会，酒店第一次承接两会任务，我第一
次负责采写九三学社、对外友好、特别邀请人士
三个界别……一切新鲜而陌生，虽已跑会数年，
仍有一份初登“新闻战场”时隐时现的紧张。

直到见到委员，将做功课时默默记下的
面容一一对上；直到与他们攀谈，那份亲切自
然消弭了陌生感；直到“赶场式”地在楼上楼
下跑着听小组会、见缝插针地突击采访、不分
昼夜地撰写稿件，一切感觉就都“对”了，今年
两会的模样也在我眼前日渐清晰！

它是一本“百科全书”：数字经济、创新联
合体、跨境养老、高水平对外开放、民间外交、
儿童食品安全……包罗万象的话题，在碰撞
与共鸣中交织，书写着时代中国的不同侧面。

它又是一篇“深度好文”：委员不谋而合
地聚焦同一民之关切，讲述各自剖析的视角、
输出深入独到的见解，推进着话题无限延展。

它同样是一部“纪录片”：会场内外、镜头
前后，让你看到每位委员参会时的敬业与专
注，研究议题时的逻辑与思考；履职为民时赤
诚热烈的情怀……

广度、深度，事件、人物，在全国两会这一
大的历史命题下交汇，让你更敬畏手中的笔、
更不敢辜负新闻人的使命。

全国两会，每年一会。当走出驻地酒店
时，恍然发现，桃花已开，春天已来。时间，已
为未来写下注脚。

使命犹在使命犹在 春天已来春天已来
本报记者 徐金玉

由于上会记者名额的限制，我所在的驻地只
有我一名文字记者。这意味着，我要将“程序记
者”和“驻会记者”的双重工作“一肩挑”，在完成
大会期间5次全体会议、3场委员通道、一次发布
会、一次记者会的新闻报道基础上，兼顾好所在
驻地6个小组223位委员的参会报道工作，压力
可想而知。

14天的时间里，我的工作状态基本是：白天
跑腿，人民大会堂、全国政协机关、其他委员驻地、
小组讨论现场，哪里有任务就往哪里去；晚上烧
脑，当天采访所得、后方编辑布置的选题任务都要
保质保量按时提交，期间还常常要穿插完成大会
新闻组与报社的信息交互等工作，每天工作十几
个小时是常态。

辛苦吗？当然辛苦。明年如果工作需要还会继
续参与吗？必须参与。为什么？因为值得。这是大会
闭幕会后我与自己的“坦诚沟通”。

每年全国两会，于我而言，不仅是考验新闻敏
感度、政治把握力、文字感染力的“战场”，更是精
神力量的“汲取场”。听到不同声音在这里碰撞、激
荡，看到报告和文件中的恢宏图景转化为共识和
现实，做到将中国故事、政协故事讲给百姓听，这
样的人生经历何其难得。当所做的报道得到肯定，
当新媒体作品获得10万+点击量，当收到委员

“有水平的诠释”评语，这样的心灵体验又是何其
珍贵。

奔忙中，我感动着、赞叹着、敬畏着，内心更丰
富，思想更充盈，方向更明确，收获着成长与改变，
也期待着下一次的出发与前行。

后会有期，明年再见。

在在““奔忙奔忙””中成长中成长
本报记者 吕 巍

跑两会多年，每到开幕日，看着天安门广场
迎风招展的红旗，看着人民大会堂东门台阶上委
员们拾级而上的背影，总是心潮澎湃，有自豪、有
自信，还有期待……

两会就像一面镜子，折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发展进程的点点滴滴，彰显新时代新征程的
恢宏气象。对于参加两会的记者来说，最珍贵
的莫过于能有机会身处其中，倾听一个又一个
委员的“好声音”。在这些声音里，有国家大
事要事、民生热点难点，有坦诚交流、真知灼
见。而在这些声音的背后，是深入调研的坚定
足迹，是干事创业的雄心壮志，是勇于担当的
履职自觉。作为委员与读者的桥梁，我们要用
自己手中的“笔”，把这些好声音传播出去。

采访刘笑伟委员时，他谈及自己的创作体
会时说道：在新时代的历史洪流中，从时代之
变、中国之进、人民之呼中提炼主题、萃取题
材，进而以独特的生命感受折射出整个时代。
这句话让我深受触动。今天，中华大地上随处
跃动着创造历史的火热篇章，人们为创造美好
生活而拼搏奋斗。作为时代的记录者，记者也
要敏锐地捕捉时代之变，真情倾听时代发展的
铿锵足音，生动讴歌改革创新的火热实践。

此刻，两会即将闭幕。是结束，更是新的
开始。而我，愿做一朵小小的浪花，融入波澜
壮阔的时代大潮，在新征程上奔腾不息！

做大时代里的小浪花做大时代里的小浪花
本报记者 谢 颖

每年上会前，我都会问自己一个问题：今
年，我还可以带着什么新视角来观察全国两会？

作为两会报道“老兵”，于我，每年都是
一次赋能和汲养之旅。今年，我从一个新闻事
件的余音回响、一位同行委员的两会“新
见”，以及一位新任委员的履职心态，吸收到
丰富养分。

3月7日第二场“委员通道”上，台籍全
国政协委员江利平分享了自己和台胞老蔡前后
跨度 30年的友情，他的讲述通过本报的报
道，在岛内外引发关注。大会期间，他的手机
微信和记者的手机微信新信息应接不暇，有表
达共鸣，有分享“登陆”故事、有希望委员帮
助推动的问题。与读者、受众的这番互动，触
动我思考：政协故事、委员履职的故事如何向
社会公众讲出新意，如何使想要表达的信息有
效而生动地抵达。

如何讲好政协故事、委员故事，我在与曾
瀞漪委员的采访中汲取到了“养料”。25年前，
曾瀞漪作为报道者，第一次进入全国政协会
议会场；如今，她再次走进会议现场，是以
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采访中，她分享了自
己的“新见”：“原来的我，在忙于报道两会
上代表委员们发出好声音时，没有花太多心
思观察人民政协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
排、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
门协商机构这一独具中国特色民主形式背后
的制度逻辑和这一民主化运行机制是怎么运
行的。”她的这番“新见”，也正是为我作为
两会报道“老兵”想打开的观察和报道全国
两会的新窗。

两会行将落幕时，无意中看到中华文化故
事讲述者吴敏婕委员谈到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后
的心态，“就像我对待自己专注的中华文化传播
事业，当你相信做这件事情是滋养你的，它便也
能滋养其他人。”新鲜感、敏锐感、开阔之心，对
于上会“老兵”尤为重要，我的两会报道之旅，待
续未完。

保持新鲜保持新鲜、、敏锐和开阔敏锐和开阔
本报记者 修 菁

犹记得3月4日下午，全国政协十四届一
次会议开幕，我赶往人民大会堂参加第一场

“委员通道”集体采访活动。煦日和风，春光
明媚。天安门广场红旗招展，人民英雄纪念碑
庄重肃穆。眼中所见，心中感慨，有一种久别
重逢的感觉。

今年的“委员通道”上，我有幸抢到提问
机会——向三届老委员、台盟中央副主席江利
平提问关于两岸关系发展的问题。他传达出台
湾同胞和大陆同胞的共同心声：让我们坐着高
铁去台北，让台湾乡亲乘着飞机上武当。通道结
束后，我撰写了手记《老蔡，你好》，得到国内一
些媒体的转发传播。后来，江利平委员给我发来
微信，内容是一位湖北台胞看到报道后的感言：

“这篇报道题目平实真诚，亲切感人；旁引材料
相得益彰；通篇文章没有空洞大道理。”

总结今年的报道体会，我有三个思考，简
称“三思”。一思，始终怀有“好奇心”——
这源自我撰写《老蔡，你好》一文时的思考，
因为好奇，我才去了解谁是老蔡？为什么武汉
有那么多以台湾地区地名命名的街道？最终写
出比较满意的文章；二思，始终怀有“敬畏
心”——这源自我在编辑“委员报道”版面时
的思考，因为心怀对新闻工作的热爱，敬畏这
份报纸，所以才能让自己抵抗住夜班的煎熬，
认真编辑每一篇稿件，字斟句酌，力求让版面
内容可信、可看；三思，始终怀有“责任
心”——这源自我聆听杨洋委员在“委员通
道”上答记者问时的思考，虽然杨洋是重度听
力障碍者，但依然努力发光，被别人需要，我
也希望自己的采写作品能成为“一束光”，传
递好声音，鼓舞正能量。

两会两会““三思三思””
本报记者 刘 彤

“孙记者好，许可慰委员建议全国统一医院
电子病历的提案上了热搜，你的报道是第一只蝴
蝶挥动了翅膀。”短暂而充实的14天匆匆而过，
两会最后一天的早晨，突然收到了来自台盟中央
宣传部的一则微信。

看到自己的报道和委员的建议，引起群众的
共鸣、关注，心里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成就感。

两会，是一个意见表达的特殊节点。两会所
议的事儿，与你、与我、与整个中国，都有那么
深切的关系。代表的建议、议案和委员的提案，
乃至记者的报道，与国家的发展、人民福祉密不
可分。一件建议、议案、提案好不好，要看它是
否切中了时代脉搏，是否关乎多数人的现实关
切。同样，一个新闻作品有没有生命力、影响
力，要看它是否抓住了时代前行的焦点，是否击
中了大多数人柔软的内心。

特别能够吸引人的力量，谓之魅力。而且这
种力量，借由全国两会平台，民心民意从“江湖
之远”直抵“庙堂之高”，国计与民生水乳交
融，让普通人情不自禁参与其中，也让两会的迷
人魅力得以集中释放。

如今，百姓对两会带来的好政策和美好未来
都有了更多的期待。很大程度也在于大家从代表
委员的建议提案里看到了自己，看到了自己的现
实关切并能够期待可能发生的具体改变。

作为驻会记者，每一次走出新闻现场，将所
见所感述诸笔端，把代表委员们的声音更好地传
达出去，是我们去参与两会报道的意义和价值。

带着这份回忆，我将更好地出发，让自己的
新闻触角更多地向与时代同频共振之处延伸，用
心用情写出更多有温度、有力量的作品。

两会的迷人魅力两会的迷人魅力
本报记者 孙金诚

每次拿到全国两会记者证，我都觉得那
个小小的证件有千斤重。会议规格高，报道
责任重，怎么干？要守正出新，要一年更比
一年强！

今年的政协大会是在全面贯彻落实党的
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
议，是换届的大会，也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
一件大事，举世瞩目，万众期待。新委员、
新提案、新举措、新会风、新起点，使会议
内容更加丰富多彩，也让我更加兴奋和忙
碌。

白天，身背数十斤的摄影器材穿梭在人
民大会堂、委员驻地、全国政协机关之
间；晚上回到宾馆编辑整理、发稿……奋
战到凌晨。虽然忙碌，但我倍感骄傲。当
我透过镜头看到委员们一心为国履职、为
民尽责的忙碌身影，透过镜头看到来自少
数民族地区委员穿上节日的盛装，洋溢着
乡村振兴带来的喜悦；透过镜头看到在

“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当天，女委员脸上
充满自信、自豪地步入会场，收到充满敬
意的掌声；透过镜头看到本报“特邀委员
记者”像“名记”一般一丝不苟定格瞬间、拍
摄视频……我浑身上下便有使不完的劲儿。

我是一个“老政协人”，至今已参加过六
届两会的新闻报道工作。虽然经验丰富，但每
次大会从不懈怠，提前认真备课，了解会议日
程，搜集新闻亮点，为报道工作做好充分准
备。会上，我努力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动作迅
速，力求用新的视角、新的想法定格到最佳瞬
间，第一时间把光影下政协委员履职尽责的
精气神、两会的新气象呈现给大家。

“贵东，又见面了，辛苦！”还记得开幕会
上，连任的全国政协委员张连起见到我时说
的话。

还会再见的。作为这场春天的盛会的记
录者、见证者，我定当不负韶华、不负梦
想、不负未来。

一年更比一年强一年更比一年强
本报记者 姜贵东

读书时，总以为能够成为“无冕之王”是
一份至高无上的荣耀，总期待能够成为这个
群体的一员。真正加入了这个队伍才发现，所
谓的美称之后，更多是劳累又繁琐的日常。

也曾经有很多时候，被稿子赶到身心俱
疲，以至于不想看一眼外面的世界，甚至不愿
意跟家人多说一句话。但所有煎熬的过程，在
完成之后成就感都能够几何倍递增。这就是工
作带给我的力量。

这种力量来自哪里？来自在新闻一线的见
证。

今年两会，王辰委员第五次提交提案，建
言设立“国家医学科学健康基金”。对于他的这
份执着，记者并不意外，他本就是具有“钉钉子
精神”的人。让记者意外的是，每每谈及此一贯
谦和的他仍会语速加快、满脸焦急，因为这事
儿“关乎国家安全、经济发展、社会文明、人民
福祉”。

连任三届的姚树坤委员，已连续十年为
加强健康教育疾呼。姚树坤最朴素的愿望，依
然是希望通过健康教育让患者既省了饭钱，
又省了药钱，减少了病痛，换来了健康。

……
这是委员们为国履职、为民尽责的缩影。

我们，是记录这些缩影、见证这些历史的人。
因为这些见证，因为在这些见证中处处收获
的感动、时时感受的力量，让我学生时代的梦
想不仅有了颜色，也更加厚重且坚定。

有限的名额中成为驻会记者，是幸运的。
回报这份幸运，是在会期以及未来，都能够珍
惜这份机会，用心、用情讲好中国故事、政协
故事。

在这里在这里，，总能总能
感受到感受到一种力量一种力量

本报记者 刘喜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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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两会我是驻地记者，工作分工和历年
有所不同。我和同事主要负责港澳界别委员驻
地网络视频采访间的联络、协调及采访拍摄工
作。由于会前做了充足的功课，工作开展起来便
游刃有余。

两会期间，网络视频采访间成为最热门的
“打卡地”，从委员来驻地报到开始，视频采访间
的采访录制便有条不紊地进行。为了给委员和记
者之间搭建便捷通畅的线上采访平台，我们及时
主动围绕大会热点话题策划选题，除了“一对一”
专访，还组织上会记者线上集体采访港澳界别委
员，倾听委员声音，讲好中国故事。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扎实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波澜壮阔，如何深刻
理解和积极参与中国式现代化，成为港澳界别
委员热议的话题。“香港不仅要参与，更要融入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委员们表示，香港要升级
自身功能作用，为国家高质量产品和服务供给
作出更大贡献……委员们心怀“国之大者”，聚
焦“民之关切”，他们在履职中的责任与担当深深
地感染着我。

在做好网络视频采访之余，我用手中的镜
头记录下委员们在小组讨论会、界别协商会上
履职的精彩瞬间，共留下了5000余张珍贵的影
像素材。

7天半的会期很短暂，又似乎很漫长。当委员
们拖着行李箱离开的那一刻，才意识到两会闭幕
了，我们挥手告别，并约定来年春天再相会。

我在视频采访间当记者我在视频采访间当记者
本报记者 齐 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