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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视频、直播……新媒体对新闻呈现的方
式多种多样。我是乐山日报新媒体发布中心编辑
王竹筠，就直播而言，我最深刻印象的是在第二届
茶博会上。

跟以往的图文直播不同，那场直播以视频出镜
的形式进行。我从幕后编辑化身台前主播，身临其
境带大家逛茶博会展馆，与网友实时互动交流，成
为了当天最抢镜的直播媒体人之一。直播结束后，
众多参与直播逛馆的粉丝也纷纷称“过瘾”！

无论是新闻现场，还是政务活动，如今都能通
过视频直播得到更为精彩的呈现，这种“面对面”
的直播形式无疑已成为现下新媒体传播的重要途
径。在网络媒体迅速发展的当下，我们“万能”的
乐报新媒体人会一直走在充实和突破自己的道路
上！

今年是乐山日报创刊40周年。作为乐山地
改市后，乐山日报建设和发展的参与者，当年艰
苦创业的往事，至今仍难以忘怀。

我于 1985 年底被安排在市级乐山报社工
作，1987年 7月任乐山报社总编辑、党组书记，
直到2000年。在全面主持报社工作的10多年
间，报社发生了四个大变化：一是在一片占地30
余亩的荒山上新建了印刷厂、职工宿舍、办公及
生活设施等近一万平方米，每个职工都分到了
住房，报社由无印刷厂、无职工宿舍、无办公地
址的“三无”状态，发展到了有一千多万固定资
产的经济实体。二是改活字铅排、平板印刷为
卫星收讯、电脑照排、轮转胶印，极大提高了印
刷质量。三是报纸升级扩容，1992年 1月 1日

起，《乐山报》更名为《乐山日报》，由周三刊扩容
为周六刊；1995年 5月又由四开四版小报改为
对开四版大报，改黑白印刷为套红印刷。四是
报纸发行面向当年全市17个区（市）县，由一万
多份上升到五万份。

报社的发展，得益于改革开放的大环境，得
益于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当然也离不开报
社全体职工的共同努力。地改市之初，乐山财力
有限，报社发展资金缺口很大，为加快发展，我们
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走自我积累、自
我发展的路子，同时积极寻求社会各界支持。有
一次，我们打听到《人民日报》有富余的印刷设
备，在主动与其联系后，报社便派专车去湖北襄
阳地下仓库运回了胶印轮转机，这不仅节约了二
十余万元，同时也彻底告别了铅与火的活字印
刷，报纸印刷质量更是上了一个新台阶。再如，
在报社基本建设中，为了节省每一个“铜板”，我
们主动与驻乐进藏部队联系，派记者随车队采
访，回来利用运输队车辆放空机会，捎回了价格
低廉的大山木材。另外，钢材、水泥是工程建设
所必需的材料，当时是“双轨”制，计划价格和市
场价格相差很大，我们主动与省、市相关单位联
系，争取到了计划指标，节省了很大开支。为了
美化社区环境，报社动员职工义务劳动，大家去
仁寿、井研农村购买价廉的葡萄、柑桔等树苗进
行种植，不几年就开花结果，每年职工也都分享
到了劳动果实。后来，报社绿树成荫、鸟语花香，
1995年还被评为市风景园林先进单位。

现在新闻事业发展很快，我欣喜地看到乐山
日报社近些年来发展变化很大，影响力日增，祝
愿报社工作更上一层楼！

难忘当年艰苦创业
■ 姚章雨

姚章雨在阅读《乐山日报》

1995年9月，我与报社另一名记者随解放军驻夹江某部汽车
团踏上千里川藏线，进行了为期20天的采访，其惊叹、惊心、惊险
一路相伴，退休至今仍难以忘怀。

东起成都、西至拉萨的千里川藏线不仅是我国西部经济大动
脉，更是国防生命线，沿途高山大川、景色壮美。二郎山的巍峨、泸
定桥的沧桑、康定城的多情、然乌湖的静谧、邦达草原的彩虹、拉萨
城的古朴，无不让人惊叹。而让我更为惊叹的是，汽车运输团的官
兵那种服从命令听指挥的钢铁意志和无私无畏勇向前的革命精
神。为保卫国家安宁、人民幸福，他们舍身忘死，克服千难万苦，日
夜奔驰在这条西部奇路上。他们的事迹在2000年被拍摄成12集
纪录片——《兵车西进》在央视播出，感动了千百万观众。

千里川藏线道路艰险、气候恶劣，汽车兵随时面临生与死的
考验。当我们翻觉巴山、穿东达山、下怒江山时，军车闯过左拐右
转、急弯连急弯的99道鬼门关。在一个隘口，有10年驾龄的汽车
老兵在暴雨中看见前方沙石滚落，他一脚油门百米冲刺，刚好躲
过一块数吨重的巨石。这惊心动魄的一幕让我们出了一身冷汗。
老兵说：“慢一步，就去见马克思啰！”

9月28日，我们到达了谈虎色变的102道班险道。这里有一
座由松散泥砂杂混的大山，一遇大雨便泥砂俱下、毁路阻道。我们
到达时，这里已被堵了七八天，听说前两天已有几辆车掉下了万
丈深渊。在地方和军方的协同下，我们用横木搭桥勉强通行。汽车
团团长告诉我们：3100多公里的川藏线，从1951年至1954年由
11万解放军和民工参与建设，期间平均每1公里就会牺牲1人；
1964年至1995年，汽车团已经牺牲了100多名指战员。

这一路所见所闻让大家内心无比震动，我们先后写出了14篇《千
里川藏行》系列报道在《乐山日报》刊出，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

这次采访不仅让我们受到了灵魂的洗礼，见识了解放军普通
官兵的真性情，同时丰富了我们的新闻经历。不久之后，我们又先
后写出了的此次采访的后续报道：《与伟人之子的一面之缘》《路
碑》及《雪域彩虹》。这些稿件被省内多家媒体转载，其中《路碑》获
省报纸副刊好作品一等奖。

这次千里川藏行的采访经历，正是“涉深水抓大鱼”的真实写照。

惊叹、惊心、惊险
——千里川藏行采访追忆

■ 邵其乐

转瞬间，入职乐山日报社已十八年。值此乐
山日报创刊四十周年志庆，顿想起自己与单位结
缘之后的朝朝暮暮，慨然有叹。那些过往如镜头
回闪，恍惚间，捕捉住了其中一幅。

那是2007年的初春，报社力推“峨眉山茶”。
除了宣传乐山地界知名茶企，还需更多地了解乐
山茶叶市场的整体带动效应，包括存在的问题。
作为记者，我接受到了此项采访报道任务。

到峨眉山市采访报道茶叶市场，本应是一次
普通的工作。殊不知，进入之后才发现，并非那
么简单。首先，作为记者，需要对茶叶品种及其
种植、采摘、加工、销售、市场等基础情况有所预
知；其次，需要找到足以支撑报道的人物、事件以
及逻辑链；最后，需要将所见所闻以客观冷静的

“零度叙事”方式呈现。当然，作为从事新闻工作

多年的人，对于文本的撰写不存在问题，但对于
采访，却千万不能马虎。任务当天，我赶到位于
峨眉山市双福镇的大西南茶叶市场时，已是下午
时分，茶叶交易接近尾声。他们告诉我，茶叶交
易一般都在凌晨五六点钟进行，要采访必须赶
早。

为了保证采访的效果，我在当地找了一家小
旅馆住下。当天晚上在旅馆，我查找了许多相关
资料，并做好笔记。第二天凌晨，闹铃一响，我立
马起床叫上出租车直奔茶叶市场。初春的峨眉山
茶叶市场人流熙攘，生意十分红火。我欢喜不迭
地拍照、询问，一直不停地直忙到上午十点钟左
右，亲眼见那些茶叶发航运，远去了江浙闽赣及
日本等地。获得大量一手资料的我很是兴奋。
接下来，我选择性地采访商家，了解购销、产销情
况，然后到政府部门了解协调、管理以及统计数
据，期间还坐摩托车深入山中，查看茶园，询问种
茶户的收入及诉求……采访延续了两天，但最为
关键的就是凌晨在交易市场的见闻。

有了厚实的采访和大量的基础数据，接下来
的写作过程便十分轻松愉快。不久，我采写的关
于峨眉山茶的系列报道，以及作为记者有感而发
的《采访手记》，相继在《乐山日报》重磅刊出，引起
了较大的社会反响，也为全市打造“峨眉山茶”地
理标志产品的构想，起到了参考和促进作用。

此次关于峨眉山茶叶的采访，只是我作为媒
体人生涯中一次平凡的采访，但在这个平凡中，我
做到了一名记者对于职业的责任和敬重，体会到
了来自工作的快乐和成就感。

离马边彝族自治县县城十几公里的建设镇湾儿沟村，曾是一
个不通水泥路的纯彝族村寨。2015年11月彝历新年到来，外出打
工的人们陆续返乡过年，那时我来到毕摩曲别阿五家“借宿”3
天，同他的家族成员一起，体验了一个传统而温馨的彝历新年。

曲别家族聚居在湾儿沟村的苗尔干（小地名），这里群山环
绕，仅有一条狭窄而崎岖的土路可以进出。上山那天是“觉罗基”
（即彝历新年头夜），山里刚下过雨，车辆缓慢颠簸着前行，我紧靠
的车窗外就是悬崖。在山区开惯车的司机师傅说，这样的路，连他
都得小心翼翼。

湾儿沟村基础设施薄弱，属省定贫困村，那时的苗尔干山头
还看不到一条硬化路。沿路乘车摇晃着来到曲别阿五家，他热情
地招呼我们，并开始带着大家挨户串门。

曲别阿五是村里的毕摩，所以前来拜访祈福的亲友络绎不
绝，没有空余的房间，为了不打搅老乡，我便与其它客人一同在堂
屋打地铺。砖木结构的老房子年代久远，屋内全是泥巴地，我们将
塑料膜铺在底层隔潮，再铺上棉絮，一个简单的泥巴地铺就做好
了。

11月下旬的山区天气寒冷，曲别阿五送来温暖的棉被，让我
们睡得暖和，第一次体验这样的泥巴地铺，让我至今难忘。躺在泥
巴地铺上，望着光线黑暗、年久失修的房顶与墙壁，看到村子的贫
穷与落后，我的心里百感交集。

杀猪、拜年、团聚……3天时间里，我跟着曲别家的老老少少
共庆彝历新年，到了“朵博”（即彝历新年第二天），曲别家族9户
人还举行了为小朋友祈福的“阿依社日”活动。吃一口猪脚、喝一
口泡水酒，盛装的曲别家族，让我深刻感受到传统彝族文化的魅
力与底蕴。

接下来几年，我没有再去过湾儿沟村，当我再次得知它的消
息时，那里已经家家户户通了硬化路，并发展集体产业种起了红
心猕猴桃。通过实施彝家新寨建设、易地扶贫搬迁等，湾儿沟村已
经“旧居变新寨”，老乡们屋里的泥巴地变成了水泥地、瓷砖地，曾
经难忘的泥巴地铺，也成为脱贫奔康、日子越过越好的对比和见
证。

乐山日报已经走过40年，而我只经历了其中8年，作为记者，
我们不仅是新闻事件的报道者、讲述者，更是乐山发展的亲历者、
见证者。用文字描述城乡变迁，用镜头记录点滴变化，我想，这就
是新闻人最自豪、最难忘的记忆吧。

我从小就怕水，在故乡崇州生活了18年，我从
未经历过洪水，对洪水的所有印象都来自电视新
闻。

2020年 8月 15日至8月18日，乐山市遭遇暴
雨洪水过程。8月18日，青衣江、岷江乐山段发生
超警超保水位，青衣江夹江水文站洪峰最高水位
414.71米，为有历史记录以来的最大洪水，洪水重
现期百年一遇；岷江五通桥水文站洪峰最高水位
345.63米，为1953年建站以来的最大洪水，洪水重
现期50年一遇。

是的，洪水来了！
8月16日下午，岷江水位猛涨，中心城区滨江

路南段观佛楼一带的江水已经开始倒灌。我赶到
乐山港时，交警已经在附近实施交通管制。在表明
身份后，我越过警戒线涉水向观佛楼行进。江水持
续倒灌，每往前走一步，水便深一分，我的恐惧也加
深一分。

“我是一名记者，我是一名记者，我不怕……”我
不停地在心里默念，脚步也继续向前。最终，我成
功传回了滨江路南段受灾情况的一手资料。

8月17日下午，在采访完中心城区致江路和王
浩儿街受灾情况后，乐山军分区的吴学文同志给我
打来电话，称乐山军分区将于当晚紧急集结120名
民兵前往乐山大佛景区保护佛脚，邀请我跟随民兵
进行采访。

当晚7时许，我随吴学文到达乐山大佛景区，这
时，120名嘉州民兵早已在这里集结待命。下到佛
脚平台后，空中开始飘起细雨，望着奔腾的岷江水，
我一阵目眩，双手几乎不受控地抓紧护栏。转过
头，我看见现场指挥人员正和景区文物保护专家商
议佛脚保护方案。短暂的讨论过后，保护方案确
定：为防止江水上涨冲刷对大佛造成伤害，民兵们
需在两个脚踏四周围起近两米高的沙袋。

接到任务后，民兵们迅速投入“战斗”，装沙袋、
传沙袋、垒沙袋……一包包沙袋如工厂流水线上的
产品般被传送至佛脚平台，并被整齐地堆放在脚踏
四周。晚间9时许，毛毛细雨变成瓢泼大雨，从大佛
身上流淌下来的雨水已经汇集成了一条瀑布，我的
眼镜已经模糊，雨衣遮蔽下的衣裤也早被浸湿。一
阵阵寒意袭来，我拍照的手不住地颤抖。

8月18日凌晨1点，经过120名民兵近6个小时
的冒雨奋战，佛脚保护任务圆满完成。

采访结束后，吴学文送我回家。途中，我随口说
了句：“民兵们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了。”

“还不行，大家还要返回集结点继续待命呢。”
吴学文紧盯着前方，“这是我们的职责和使命！”

我心里一怔，没有接话。
下车前，吴学文向我表示感谢。“不用谢，这也

是我的职责和使命！”我回答得很干脆。

乐山日报40岁啦！作为这个温暖大家庭中
的一员，我感慨万千，从一名新入职的新闻“小
白”，到一名成熟的记者，从青涩到从容，成长之
路，是母亲一样的乐山日报一路伴随。数年的记
者生涯，许多采访经历令人难忘，而印象最为深
刻的是2009年那次路程最远、历时最久、最为艰
难的采访——寻找三江源。

乐山中心城区地处三江汇流之处，三江水滋
养着这里，而三江源在哪儿？作为乐山日报社旗
下的报纸——《三江都市报》前身《乐山晚报》勇
担重任，推出《寻找三江源·大渡河篇》大型策划
报道，献礼2009年5月18日《乐山晚报》更名《三
江都市报》。

2009年5月14日，我和当时的同事王明平、
刘宗明组成“寻找三江源”特别报道组，从中心城
区三江汇流处出发，沿大渡河一路西行，途经汉
源、石棉、泸定、丹巴、金川、壤塘、色达、班玛、久
治，寻访位于青海省境内的大渡河东源源头。长
途跋涉，对于业务能力和体力都是极大的考验。
一路上，除了必要的睡眠休整，我们几乎都在赶
路、采访、写稿，我们记录下沿途的风土人情、有趣
的人和事、城乡发展与旅游等，描绘了汉源花椒、
大樱桃经济，采访了救火英雄少年赖宁的同班同
学，探访了丹巴的美人……进入青海省境内，海拔
逐渐升高，气温越来越低，道路越行越险，刚开始
我们还能住上小旅店，后来只能搭帐篷露营。

5月23日上午，在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久
治县哇尔依乡当地向导的引路下，我们的采访车

沿土路、湿地前行约50公里，便再无道路可行。
所幸，我们发现了一处牧民人家，经过主人同意，
我们在闲置的羊圈里搭起了帐篷。谁知，当天傍
晚冰雹来袭，气温急剧下降，即使有睡袋的包裹，
我也是手脚冰凉，整夜无眠。

5月24日上午，天空飘着雪，我和同事一路
溯流而上，朝“无人区”进发。丢失睡眠后的疲惫
和4000多米的海拔，“压”得人有些喘不过气。
然而，源头就在前方，一股无形的力量推动着我
们坚持向前。上午10时28分，我们终于到达大
渡河东源源头，并把《三江都市报》报旗插在了这
里，也将本报“寻源求真”的精神留在了这里！

时隔11年，这种“寻源求真”的精神仍然激励
着我行走在新闻事业的道路上。做时代的记录
者，我们脚步从未停息！

曲别家的泥巴地铺
■ 宋雪

我在乐山大佛脚下
■ 白建伟

职业的责任与快乐
■ 孙雁鸣

火红报旗飘扬在大渡河源头

白
建
伟
在
暴
雨
中
采
访
拍
照

邵
其
乐
在
阅
读
《
乐
山
日
报
》

宋
雪
和
曲
别
家
的
孩
子
们
一
起

孙雁鸣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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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天溯源路漫漫 报旗飘扬三江源
■ 罗晓玲

我要当“万能”的
乐报新媒体人！

■ 王竹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