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ELEVISION

B
R
O
A
D
C
A
S
T

T
E
L
E
V
IS
IO

N

视听纵横 2021·6

▲…
…

…

………

创优专辑

杨川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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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消息《陈立群的最后一次家访：即使拄着拐杖也要来关心台江的教育》的采制背后

在身边瞬息变幻的场景中，及时发现和捕

捉触动人心的新闻现场，是电视新闻传播中的

硬核表达要素。“好现场”总是求之不得，而一

旦来了，就是一场硬仗。怎么找？怎么抓？怎

么拎？是大考。直到2020年，我与团队跟踪记

录到了陈立群卸任贵州台江民族中学支教校长

前的“最后一次家访”，才真切感受到了：怎样

的新闻现场才能突破时空的局限，瞬间迸发出

巨大的能量；怎样的新闻现场，才有足够的时

代价值，掀起人们心底的波澜与感动。“最后一

次家访”就像一束穿云之光，传递出中国脱贫

攻坚，教育兴邦的坚定信念，也照亮了我们一

直探寻的新闻现场价值求索之路。由此采制的

作品 《陈立群的最后一次家访：即使拄着拐杖

也要来关心台江的教育》 也在第三十一届中国

新闻奖的评选中，获评电视消息类一等奖。

一、在现场里找“路”

通往那些能发光的新闻现场的路在哪儿？

持之以恒地发现和积累是唯一的路径。在这条

消息的背后，是一场持续了3年多的“长跑”。

贵州省黔东南州是全国脱贫攻坚的一方主

战场。2016 年8月，60 岁的杭州学军中学老校

长陈立群决定义务支教台江县民族中学三年。

然而要改变这所全县垫底、升学率几乎为零的

中学，谈何容易？我们和他的初次见面并不愉

快，陈校长对新闻媒体很抵触，反复说：不要

宣传，不要像拍电影，浪费时间。蹲点无从

下手。

当我第一次站在他身后，听到他每周一次

激荡人心的国旗下演讲，看到他和全校期待知

识改变命运的孩子们 1:3000 的对望，忽然读懂

了他的成见里是可贵的耿直和务实。这也给我

指明一条“不打扰、不介入”的跟拍记录之路。

也正因如此，我们见证了他改造学校食堂、宿

舍，建立全寄宿、师生同堂考试，叫停初中优

秀教师遴选升高中制等多项在当地颠覆性的教

育改革举措。

“理性”的积累是报道走向“人性”发现的

基础。渐渐地我们走进了他真实的情绪和生活：

面对停水、停电推迟 9 天开学的尴尬，他一气

之下也想过就此回杭；面对教师的频频流失，

他心塞焦虑，坚持登门赢得反转，高兴得像个

孩子，热泪盈眶；翻山越岭的家访中，看到孩

子背后家庭的艰辛，他总是会郁闷好久；背包

里藏着的急救药，是他最大的隐私----我们从

积累事实，到积累理解、积累情感。渐渐地陈

立群打开了心门，肯把最痛、最难向我倾诉，

连续送了两本他自己的书，扉页写着“首席记

者川源雅正”。几个字，一个称呼，是他对我这

样记录新闻现场方法的认可。这也成为报道打

开局面的关键拐点。我们用实事求是的记录之

路，改变了被采访对象对电视传播的成见，找

到了走进人物内心的路。这条路越走，就越能

深刻地体会到脱贫攻坚最大的难点是改变“人”

和人的“思想”。

路对了，就要坚定地走下去。2017年9月，

在第 33 个教师节前夕，我们在 《浙江新闻联

播》 连续推出了陈立群 《只为心愿》 系列人物

报道，社会反响强烈。时任省委书记车俊发出

倡议：向陈立群同志学习。此后，陈立群入选

2017 年度“浙江骄傲·最美浙江人”，2019 年

9 月，被中宣部授予“时代楷模”称号，2021

年被中共中央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报道并未就此止步，3 年中，跨越浙江、贵州

两省，我们始终与陈立群，与台江的孩子们同

在，记录他们的转变，分享他们的喜悦。我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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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意识到，手头几百个小时的素材已不是一次

简单的影像“积累”，开启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

“能量储备”。

功夫不负有心人。2020 年是我国全面打赢

脱贫攻坚战的决胜之年，台江民族中学实现了

本科率从 10% 到 79% 的逆袭。3 年间，2200 多

名苗寨的孩子走出大山实现了大学梦。那个暑

假，陈立群在电话里跟我说，他要继续带着老

师们翻山越岭，把录取通知书送进苗寨，所到

之处，将锣鼓震天。“我就是要把动静闹得大一

点，让这里的苗族同胞看到、听到，让他们从

内心明白教育的意义。考出一个孩子，脱贫一

个家庭，带动一个寨子。”他任性起来的样子，

光彩照人。

2020 年 8 月，随着浙江支教新校长的到

位，已 3 次推迟返杭的陈立群即将告别台江。

这个“老典型”的“新动态”，却很少有人为之

兴奋，而我只有一个念头：这才是回望与展望

的重要节点。我必须在现场！

那天我以这辈子最快的短跑速度，跳下堵

在路上的出租车，在动车开动前半分钟，冲进

了当天赶去凯里的最后一班车。晚上 10 点多，

我们 4 人小分队搬着大包小包的设备，坐上了

台江民中来接站的一辆考卷运送车。在黑夜颠

簸的路上，几年蹲点台江的情景历历在目。人

们更多看到的是“逆袭”的成绩，却很少有人

知道这条教育扶贫之路的坎坷崎岖。坐在这辆

考卷运送车上，忽然发现此情此景如此贴切，

这场跨越 3 年的关注，对我来讲又何尝不是一

次“赶考”？

二、在现场里炼“价值”

新闻现场在价值提炼中升华。要“热闹”

更要有“灵魂”，“价值”需要关键现场来呈现。

2020 年的台江民中，平静中透着自信。

“爱与责任是人类道德的基点”这句陈立群的教

育理念，镌刻在学校最醒目的墙上；毕业班孩

子种下的“志向林”已经郁郁葱葱；曾有很多

空缺的教师照片墙变得满满当当。知道我们要

来，老陈特意去剪了头发。办公室已经收拾停

当，行李也已经打包。铃声响起，他拎起小板

凳带着新任浙江支教校长，按部就班去推门听

课，这个习惯他坚持了 4 年。学校师生都知道

他要走，却不敢问是哪一天，心里是万般的伤

感与不舍。

临走的前一天，老陈特意叮嘱我们继续封

锁消息，默默把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那天的

最后一站，他赶到距离县城一个半小时山路的

台江县台拱镇展下村。2020年，那个村破天荒

地考出了 9 名大学生。几年来，他常来家访，

每个学生家的情况他都了如指掌。一下车，苗

寨的歌声已经响起，老乡们像过节一样都来了，

十几位身着盛装的苗族大姐，摆出了牛角酒，

以苗族最隆重的方式迎接亲人陈立群。他们站

在村公示栏的大红榜前，激动的心，颤抖的手，

大家争相和老校长合影留念。

然而，跌宕起伏的情节还在后头。由于村

子海拔 1800 多米，经常停电，活动刚刚开始，

现场的两根充气柱突然倾斜下来，话筒瞬间没

了声音，倾盆大雨随之而来。房檐下挤满了躲

雨的老乡，现场一片混乱，计划全部被打乱，

无处躲雨的我们同样全身湿透。我一边盯着核

心人物采访，一边要统筹布局现场氛围的记录，

分身乏术、心急如焚。半个多小时后雨停了，

老乡们又自发地迅速聚拢回会场。然而当陈立

群话讲到一半时，雨又下了起来。一起躲雨的

老乡对我说：“姑娘，这是天在留陈校长！”说

实话，当时我的心已经凉了大半截儿，拼命挤

到最前排，傻愣愣地任由雨水淋到脸上、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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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时做好采访准备。

面对前途未卜的拍摄，团队的 3 个小伙子，

没有丝毫放弃的念头，他们用借来的伞和塑料

布，保护着摄像机，自己却淋在大雨里，始终

跟在陈立群身边。为了不耽误陈校长的行程，

展下村的孩子们坚持冒雨给陈立群戴上大红花。

正当陈校长转身要走时，孩子们忽然大声喊起：

“陈爸爸，不要走！”陈立群被这突如其来的挽

留镇住了，眼泪混着雨水，刷地就下来了。他

大声回应：“我是台江民中的终身名誉校长，以

后我拄着拐杖也要来关注台江教育！”机会永远

属于有准备的人，这突如起来的真情一幕，被

协同作战、目标一致的拍摄团队完整地记录了

下来，也正是有了这个关键核心现场，“最后一

次家访”才顿时有了“别而不别”的真挚深意。

那天回县城的路上，团队中没人去整理粘

在身上的湿衣服，大家都沉浸在竭尽全力拼抢

后的畅快和释然里。在决胜脱贫攻坚的关键之

年，能捕捉和传递这样充满张力与正能量的一

幕，是我们职业生涯中的“大确幸”。我们用主

流传播跑赢了无处安放的情感诉求、内容刚需。

三、在现场里做“答”

新闻现场是映射时代诉求的前沿。电视消

息聚焦的是一个现场，要打开的却是通往传播

价值的大门。“钥匙”在哪儿？关键人物、关键

情节是完成关键提炼的关键载体。

邰子涵是展下村考上大学的九个孩子之一。

那天，她像女儿见到爸爸一样，腼腆地跟在陈

立群身后。很少有人知道她曾因家里没钱，3

年中两次辍学，又两次被陈立群拉回课堂。她

有一个愿望：考上大学，要带从没走出过大山

的奶奶去看看大海。陈校长的一句话一直深深

刻在她的脑海里，“打工只是度过了眼前，却输

了未来。”也正是这个朴素的理念改变了她和家

人对教育的看法，对生活方向的规划。4 年来，

陈立群一直瞄准“家庭”这个教育扶贫的关键

要素，坚持翻山越岭深入大山苗寨，跟家长见

面，了解家庭情况，及时发现、制止辍学苗头。

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要让家长知道，校长很重视

他们的孩子，只要努力就会有改变的希望。在对

180 多个苗族家庭的走访中，老陈自己拿出 30

多万元，资助挣扎在辍学边缘的200多个孩子重

返课堂。面对2020年800多名本科升学的学生

名单，我问老陈，你对这个成绩单满意吗？他毫

不犹豫地说：“满意，孩子和老师都尽力了就是

胜利。也有人问我，如果用一部分本科学生的升

学份额去换一批北大、清华的，你换不换？我不

换！我要做的就是要让更多的孩子走出大山，让

更多的家庭能看到希望和改变。”这番话是陈立

群心底的执拗。也正是从那一刻，我看到了黔东

南州台江县民族中学逆袭中清醒的底色与未来。

“以教育改变家庭，以家庭改变社会”这将是更

多后发地区教育扶贫“破题”的一把利器。

在那天的现场，更让我欣喜的是，展下村

200 多名村民和乡贤自发成立教育基金，资助

贫困家庭孩子完成学业。在人群中，我发现老

乡们不是在议论谁家造了房子，赚了票子，而

是在议论：谁家孩子来年也要考大学。从改变

一个孩子，到一个家庭，进而到一个区域，陈

立群用“校长支教”的事实证明了教育是“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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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娴

深挖人大新闻深挖人大新闻““富矿富矿””
跑出优质新闻跑出优质新闻““加速度加速度””

摘要：都说人大是“新闻富矿”，但相信

在很多人看来，人大工作神圣且严谨甚至“刻

板”，离新闻的“鲜活性”多少有些距离感，

何来“新闻富矿”一说？可就是这样的“新闻

现场”，细品之下确实深藏“金矿”。这几年，

浙江人大在条例制定、法规修正与修订等方面

一直努力创新突破。作为跑线记者也应跟上节

奏，用眼、用心发现好新闻，用笔、用声音记

录好新闻，跑出优质新闻“加速度”。

关键词：人大新闻 时政报道 新闻富矿

笔者作为我省人大的专职跑线记者，在新

闻领域仍属一名“新手”，接触人大相关工作

的时间与很多老记者相比，并不长。很长一段

时间，自己更多地是在恶补有关人大报道中用

到的“专业术语”“专业格式”等一系列单属

于它的报道体系。新闻有不同，不变的永远是

一颗善于发现新闻亮点的初心。

一、深挖人大新闻“富矿” 做新闻现场

的“有心人”

对于新闻报道来说，新闻素材自然尤为关

键，是关于新闻事实的第一道材料。对于很多

新闻现场来说，很多材料可能看似零星、繁杂

甚至没有内在逻辑关系，但经过梳理或许就能

发现其中的亮点。而这其中，记者如何发现、

整理出重要线索以及符合新闻逻辑的相关同期

声、视频素材，是每个记者成长过程中都需持

续努力的方向。

这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一等奖的广播消息

《全国首个！浙江为数字经济立法》，也同时收

获了 2020 年度浙江新闻奖广播消息一等奖。

笔者以为，这条消息获奖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

大家当时的“有心”。人大相关报道工作很多

都和会议有关，干巴巴、枯燥是大家对会议消

息的第一印象，但养成随时挖掘新闻、发现亮

点的习惯却非常重要。该报道在 2020 年 12 月

25 日的 《浙广早新闻》 播出，但记者第一时

间注意到这个条例，是在去年 11 月的浙江省

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期间。当时

这个条例正处于初审阶段，省人大相关领导在

作相关说明时，记者马上注意到这里面似乎

“有点意思”。近几年，党中央高度重视发展数

字经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也正加速推进

数字经济成为产业变革的先机。浙江作为国内

穷根”决胜脱贫攻坚的根本，贵州山区群众的

思想正在发生重大转变。

在采访中，一位高三学生这样描述“勇

敢”：勇敢就是不管深陷多大的困境，都永不

放弃！这是陈立群在台江孩子们心里种下的种

子。而作为记录这场转变的电视新闻记者，在

这场追寻新闻现场价值的“长跑”中，我找到

了“沉住气，扎下根”的业务方向，趟出了一

条“找到核心现场、抓住现场核心”的路子。

现在，这场“脱贫不返贫”，“教育拔穷根”的

改变正在无数陈立群的推动下继续着，我们要

做的就是以最过硬的本领、最真切的声音，扎

根基层，持之以恒，发现和传播那些扣人心

弦、振奋人心的“中国现场”。好记者，永远

在现场；好现场，永远在路上。

（作者单位：浙江卫视）

创优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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