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巷子记者”走近居民心中

2005年，《重庆晚报》率先开辟社区新闻板块，提出“用
报道共铸和谐社会，用真情抚慰读者心灵”的宗旨。2007
年，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将《重庆晚报》社区新闻部作为试
点，正式提出“巷子记者”概念——要求记者摒弃浮夸文
风，深入社区“当编外干部”，与居民同吃同住，挖掘最真实
的民生故事。

在这之前，这支平均年龄仅27岁的年轻记者队伍，因
经验不足面临质疑和困难，比如社区干部在与记者打交道
的过程中心存疑虑，再比如一些记者的稿件题材比较单
一，内容“浮于表面”。

成为“巷子记者”后，他们用实际行动打破隔阂：农村
来卖草药的老人到下午了还没吃饭，记者主动掏钱“请
客”；高考学子拿着大学录取通知书为学费发愁，记者向报
社申请慈善基金……时间一久，社区干部和居民逐渐认识
到，和自己接触的记者不是只顾写稿赚钱的机器，而是一
个讲感情、有良知、有责任心、可以深交的朋友。慢慢地，
他们开始主动给记者提供线索或信息。

信任建立起来后，一些社区特意为记者安排了办公
室。“巷子记者”们也把自己当成社区的“编外干部”：每天
按时到社区上下班，和社区干部一起走街串巷了解民情；
还经常利用自己的方法和渠道协助社区干部处理一些热
点、难点问题。驻弹子石街道的记者向军，长期泡在这
个拥有4.4平方公里面积，5.6万常住人口，35个主要社会
单位，8个社区居委会的“责任区”内，对“责任区”的各方
面情况都做到了心中有数。以至于街道负责宣传和妇联
工作的干部，每次搞活动都要先找向军商量，请他帮忙出
主意。

“巷子记者”不断产出好作品

在日复一日深耕社区的过程中，《重庆晚报》“巷子记

者”先后推出了《8岁女孩撑起一个家》《挖媒老师刘念友》
《爱情天梯》《大巴山，那些黎明前的火把》《生命中的红舞
鞋》等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深度报道，3次荣获中国新闻奖。
培养出周立、向军、张水红、陈寒星、韩毅等一批优秀“巷子
记者”。社区群众也被这些鲜活、亲切的新闻所吸引，每天
都关心重庆晚报上有没有他们身边发生的新闻，有没有驻
本社区记者的稿件。

2008年3月，全国新闻媒体“关注民生·共建和谐”新
闻报道研讨会在重庆召开。《重庆晚报》社区新闻部记者向
军代表“巷子记者”作主题发言。向军在会上分享了每位

“巷子记者”牢记于心的24字特色：“眼光向下、心中有人、
笔下有情；摸着脉搏、扒着地皮、贴着人心。”

“巷子记者暖人心”成佳话

“巷子记者”在用心了解百姓苦乐、努力采写百姓关心
的新闻的同时，也经常用爱心行动传递着和谐之音。记者
贺怀湘在采访时结识了一个双手残疾的人，在了解到他独
自一人艰难养育着一个正上小学的儿子后，贺怀湘便经常
给孩子买吃的，并到他家为孩子辅导功课。记者孟祥伟在
采访中了解到一位因车祸高位截肢的居民带着12岁的女
儿艰难生活的情况后，多次到居民家里帮助做家务，在她
的带动下，社区周边一些学生也定期到这户人家开展送温
暖行动。

记者们在奉献爱心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通过新闻报
道传递互助友爱的理念、宣传社会良好风尚的同时，更应
该以身作则。“巷子记者暖人心”的事迹也在重庆各个社区
中广为流传。

用脚步丈量民生，用笔触温暖人心。令人欣慰的是，
18年来，《重庆晚报》经历一次次改版与升级，但“巷子记
者”的精神与初心始终不变。在媒体形态剧变的今天，这
份“贴近泥土”的坚守，恰是新闻行业最珍贵的底蕴与未来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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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巷子记者”周立（左
一）和向军（右一）与社区老
人在一起。

回顾>>

在重庆这座巷子纵横交错的山城里，有

一群特殊的新闻工作者——他们既是记者，

也是社区的“编外干部”、居民的贴心人、困难

家庭的守护者。

“巷子记者”队伍从2007年年初开始打

造，18年来，他们以脚步丈量民生，用笔触传

递温情，成为重庆晚报践行“用报道共铸和谐

社会，用真情抚慰读者心灵”理念的鲜活注

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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