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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关注：好记者讲好故事

11月8日，《好记者讲好故事——2023年

中国记者节特别节目》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

合频道播出，10名来自新闻战线的“好记者”

分享了自己的采访过程，真心感受，讲述了他

们采访记录中国人民启航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

故事，带观众领略了中国人民走在复兴路上的好

风景、好故事。为此，本期《传媒周刊》05―07版

聚焦这10位优秀新闻人，一起倾听他们亲历

亲闻的中国故事。

不久前，第三届“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
行。“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
国好，世界会更好！”成为了人
们谈论的焦点。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
开幕式上还特意秀了他的中文。
许多与会人士表示：“一带一
路”倡议已经成为热门国际项目
和最大合作平台，该项目取得的
成就对许多国家来说是有目共
睹的。

我是人民日报英文客户端的
记者，我的工作是用外语讲好中
国的故事。Read China （读懂中
国） 是我们客户端的开屏语。在
和海外受众的交流中，让他们真
正读懂中国，一直是我努力的方
向。在国际传播实践中，我深切
地体会到一定要深入新闻现场，
透彻理解其中的中国智慧，再用
海外受众容易接受的方式讲好这
些故事。

前不久，我参与录制了一期
在非洲落地的英文节目，分享我
在贵州化屋村的采访经历，没想
到一个中国乡村摆脱贫困的故事
却如此打动非洲观众的心。

化屋村曾经是个与世隔绝的
“悬崖村”。通过当地政府和村民
的共同努力，山里山外的道路修
通了，“悬崖村”变成了乡村振
兴的范例。

我的采访对象兰姐特地带我
爬了“手扒岩”，那是当年村子
里唯一的出村途径。只有亲身体
验过，才能理解它为什么要叫

“手扒岩”：脚下压根儿没有路，
最好的方式就是用双手扒拉着岩
壁一点点往上挪，每挪一步，我
都要担心自己是不是会掉下去。

看我爬得吃力，兰姐说，她
当年赶集的时候，既要照顾孩
子，又要买卖东西，过“手扒
岩”时，不仅身上要背着重物，
怀里还得抱着孩子。

听着兰姐的讲述，我深受感
动。对于我来说，这不过是一次
惊险的体验，但对于村民们却是
曾经不得不面对的日常。

而现在，兰姐住进了“新
村”，开起了民宿，做起了农家
乐，止不住的笑容里洋溢着一种

发自内心的满足感。短
短20年，生活的改

善是她曾经想都不敢想的。
这只是中国万千脱贫故事中

普通的一个，但看完了外拍片
段，演播厅内的非洲主持人却非
常惊喜，他说非洲也有很多这样
的村子，他特别希望非洲可以借
鉴中国经验。

这期节目播出后，在肯尼亚
创下了该节目的历史最高收视
率。在塞内加尔，一位观众表
示：“中国农村的变化太让人震
撼了！村民们不用再进城去找工
作，他们可以留下来建设自己的
家乡！”

确实，相似的遭遇、共同的
使命，把中国和非洲紧紧联系在
一起，我们的故事引起了非洲观
众的共鸣。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
人民走出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激起了非洲观众的浓厚兴趣。

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人们看
来，中国奇迹是真实存在的，他
们热切关注中国经验。而做出能
让他们听进心坎儿里的报道，不
就是我们讲述中国故事的动力
吗？这，是用情！

此外，我们还要用心！我曾
去过非洲，在莫桑比克参与中
非农业合作的报道。我们去的
万宝莫桑农业园是中国在非洲
最大规模的水稻合作项目，这
个项目有效缓解了当地的粮食
短缺问题。

当我们的车子在园区内穿
行时，路过的当地人都会非常
热情地打招呼，用英文喊着：

“China，Wanbao！”对于他们来
说，谈论“万宝”就是在谈论

“中国”。
为什么 China 在当地如此受

欢迎？农妇安娜告诉我：“万
宝”将开垦出的部分土地无偿交

由他们使用，还给他们提供种
子、农药、化肥和机械设备，等
到收获的时候农场还会收购他们
种植的大米，完全不愁卖。更重
要的是，来自中国的技术人员还
给他们提供农业技术培训。她
说：“掌握了技术，就不怕养不
活自己和家人了。”加入项目才4
年，安娜盖起了新房，还有能力
让孩子去上学了。

当地官员对中国的感谢也溢
于言表。他们告诉我，农业几乎
是当地唯一的支柱产业，但由于
资金、技术、基础设施的制约，
大量土地被荒废。

只有中国真诚愿意在这种短
期看不到收益但又惠及普通人
民的项目上做出巨大投入。可以
说，我们所做的是当地没法儿
做，而一些国家又不愿意帮的
事儿。

在中国的帮助下，当地的水
稻年产量从每公顷一两吨提升到
了每公顷八吨，还有了更符合当
地人口味的大米品种，莫桑比克
前总统格布扎亲自把它命名为

“好味道”。
我今天分享的这两个新闻故

事更加深刻地说明，共建“一带
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
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
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
好”。赠人玫瑰则手有余香，成
就别人也是帮助自己。共建“一
带一路”源自中国，成果和机遇
属于世界。

几 年 的 采 访 经 历 告 诉 我 ：
Actions speak louder than words，
行胜于言，事实胜于雄辩。

“讲好中国故事”是时代赋
予我们的重要责任，我们不仅要
用情，更要用心！

我相信：通过我们的努力，
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一个可
信、可爱、可敬的中国！

用情用心 讲好中国故事
□人民日报社 何洁琼

我今年4月才结束在伊朗的
常驻工作，就在离任前，我又赶
上了一件大新闻：3月10日，来
自北京的重磅消息再次引发了全
球关注，伊朗和沙特在北京对
话，双方同意恢复外交关系。

这件事在当地引发了很大的
震动。伊朗的资深记者马纳菲给
我打来电话，他说，你们中国太
牛了，这件事除了中国，没有第
二个国家能做到。

伊沙复交后，伊朗外交部的
首场记者会引来了众多媒体关
注。他们的发言人看见我，笑着
说，请中国记者提问。我当时问
了大家都在关心的问题，为什么
在北京，为什么是中国？发言人
在回答中说，因为中国斡旋伊朗
和沙特复交是出于一片公心，中
国这样做，大家都受益。

伊朗和沙特复交，我采写的
海外观察报道被100多家国外媒
体采用。中国媒体在记录中国发
挥建设性作用的同时，我们自身
也成了世界媒体中的一股建设性
力量，用我们的报道传播和平与
发展的声音。

如果新闻有颜色，我想上面
的新闻是天蓝色的，就像阴霾散
去蓝天再现，让人振奋。

驻外的这几年，我去了很多
地方，也采访了很多人，听到了
各种声音，里面也有杂音、噪
音。我时常思考，面对纷杂的国
际舆论场，作为一名中国记者，
我能发挥什么作用？如果把世界
媒体一起想象成一块调色板，那
么中国媒体是什么颜色？

与前面的天蓝色不同，在有
很多荒漠的中东，我看到更多的
是这样的色彩。我采访过几个得
了“蝴蝶病”的孩子。所谓“蝴
蝶病”，是因为这些孩子身上的
皮肤经常溃烂，脆弱得像蝴蝶的
翅膀。

我的采访对象小雷扎伊，只
有6岁，可他小小的身体上布满
了一片又一片血红色的疤痕和没
有愈合的伤口。因为病情严重，
他的手指已经粘连在了一起，再
也没法张开。

他的妈妈告诉我，要是能用
上某个西方国家医药公司生产的
敷料，就可以大大减轻孩子的痛
苦。可因为小雷扎伊所在的国家
长期遭受严厉的外部束缚，这家
公司不敢向他们出口。

没有专业的敷料，小雷扎伊
只能使用普通的纱布，每次更换
时都会被扯下来一层皮。他的妈
妈问我：中国记者，你能不能告
诉我，我的孩子得了病，需要药，
这和那些国家间的恩怨有什么
关系呀？

小雷扎伊的故事用多种语言
播发后，很多外国网友留言转发，
声援他们。我把这些反馈都转给
了小雷扎伊的父母，他们非常感
谢，告诉我，很少有国际媒体关注
他们，谢谢中国记者为他们发声。

如果新闻有颜色，我想为小
雷扎伊做的报道是暖黄色的，就
像太阳光，既在伸张正义，为像
小雷扎伊这样的弱势群体打气发
声，在国际舆论场上发出他们的
声音；又在抚慰人心，给这些饱
经苦难的家庭带来并不常有的好
消息。

工作在国际传播一线，我们
能真切地感受到：世界正越来越
关注中国的态度，倾听中国的声
音，参考中国的意见。在这样
的背景下，记录好我们脚下这
片土地上的故事，就是在为国
际社会增添可感知、可参考的
发展案例。

我曾经在湖南分社工作一

年，走过了那里的山山水水，坚
持用中外文发稿，向全世界展现
这个巨变的中国。在湘西大山里
的十八洞村，我和乡亲们围着火
塘，火塘上就是山里人家象征着
好日子的腊肉，听他们讲怎么办
农家乐、怎么开发山泉水，越聊
越兴奋，火塘越烧越旺，柴是一
续再续。

稿子发出来后，有外国朋友
说：十八洞村原来那么穷，今天
的日子好起来了，你们走的路我
们也要试一试。

如果新闻有颜色，我想十八
洞村的故事是火红色的，既写出
了中国人的幸福，也带给了世界
启发。

说起这火红色，最近的杭州
亚运会又让中国火了一把。在总
社新闻报道的评论区，我看到了
海外的受众们一次次为中国点
赞：当“数字火炬手”高持火炬
踏浪而来时，外国受众赞叹中国
的科技发展；当烟雨江南西湖莲
开的画境在观众面前展开时，外
国的网友们被东方美学折服；当
看到中国的游泳名将张雨霏为了
坚强的日本运动员战胜白血病重
返赛场而流下眼泪时，不少人跟
着她们一起落泪。

中国人民的热情、中国社会
的活力，也给不少来报道亚运会
的外国同行留下了深刻印象。孟
加拉国体育编辑莫萨林说，中国
人民都很友善，相信亚洲人民都
会享受亚运会。

随着中国一步步走近世界舞
台的中央，中国媒体的一字一
句、我们的每一帧画面，都是世
界观察中国的窗口，是当今中国
与世界沟通的桥梁。用中国立场
阐释重大新闻，用中国视角采写
独家报道，用中国故事启迪共同
发展，中国媒体正成为世界媒体
调色板上亮眼的色彩。

我和大家讲的这三个故事，
天蓝色的和平、暖黄色的正义、
火红色的发展，这些故事能引起
不同国家不同肤色受众的关注，
是因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
是我们大家共同的追求。在全人
类追求共同价值的多彩实践中，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我也将继
续努力为大家挖掘出更多
更亮眼的动人故事。

最亮的色彩
□新华通讯社 高文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