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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 2 月 1 日

最近一段时间，陆续接到读者热线 69 次
( 封) ，都是反映土地承包问题。为了调查这个
热点问题，我和张天银前后采访了约二十个县
区三十多个村庄，采访了杨文润、刘淑企等农
民、村干部及政府工作人员几百人，总共耗时一
个多月。

之所以选择土地承包这一题材，是因为这
是农民朋友最关心的热点。来信来电内容都被
我们记录下来，采访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即
通过农民来信来电时提供的联系地址或电话,事
先与对方取得联系，约定我们到达采访的时间，
先听当事人及旁证人讲述，查验资料，然后看现
场,然后找村干部核实，最后找乡镇政府或有关
职能部门了解相关情况。这种“自下而上”是
当前舆论监督类报道有效的采访方式。

我觉得如此采访，获取的材料非常丰富，
写起稿来得心应手，写出来的稿子自然很生
动，说服力很强。

(注：采访后写出报道《农村土地承包问题
调查》(1-6)， 2002 年 3 月 13 日至 3 月 18 日在
《农村大众》头版陆续刊发。)

2003 年 10 月 16 日

1 0 月 1 5 日、 1 6 日两天, 我去了省农业
厅、济南市职业介绍中心等地方，集中采访了
马怀君等有关部门专家及部分农民工。

大批青年农民涌入城市打工，对我国城市
化进程作出了贡献。然旷日持久，这些低文
化、低技能而又只能获得低报酬的青年民工年
龄日益增大，无法在城市立足，当是政府及社
会应及早重视的问题。

阶段性或称暂时性的超高速经济发展及民
工的年轻化暂时掩饰住了这一危机，而我一直
为此忧心忡忡。试想一下：如若有一天我们的
经济发展速度因某种原因大幅放缓，劳动力出
现大规模过剩，当下这些靠吃青春饭的民工已
不再年轻，其工作岗位被更年轻的一代打工者
顶替，他们的土地业已在工业化过程中丧失殆
尽，回农村老家已变成不可能，被迫沦为城市
下岗职工，但他们是无住房、无积蓄更贫穷的
新一代下岗职工，他们将成为这个社会不稳定
的主要因素。所以,我们应早早地予以重视，早
早地采取措施，早早地稀释这些影响未来社会
和谐稳定的负面能量。

(注：采访后写出报道《不能靠吃青春饭》,
刊发于《大众日报》 2003 年 10 月 23 日要闻
版。 2008 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后果证明
了记者的预见。)

2003 年 11 月 28 日

一国有公司，预收了人家 30 多万元的购房
预收款，有了房却一直拖着未给对方房子，置
国有资产不当回事儿，置当初合同规定不当回
事儿，结果被对方告上法庭,仅退款、交纳滞纳
金等就要支付 100 多万元。顺着这条线索，我
采访了该公司负责人、案件代理律师等等，想
弄清楚国有资产是怎么流失的。

这篇调查很有意义,通过一个案例剖析国有
资产是如何流失的，是个大主题。而且，这是
一篇真正意义上的调查，一般记者写涉法类稿
件，大多根据判决书、起诉书等编写,报道思想
也是判决书的思想。一方面是涉法类报道的纪
律要求，另一方面，采访、撰稿省力、安全，
不会惹上麻烦。我写这篇报道时法院尚未作出
判决，原告被告双方起诉书答辩词皆未涉及国
有资产流失这个思想层面，表面似乎就是个债

务纠纷，一般的民事诉讼。而我则敏感地意识
到这一主题，是记者的独立思考。我采访了原
告、被告和有关律师,耗时整整两天。写作上自
我要求严谨。我为什么非逮住这么个东西硬啃
呢？除了自己的忧患意识，可能还与自己兼学
过法律,揣有法律情结有关。

(注：采访后写出报道《巨额债务是这样诞
生的》，刊发于《大众日报》 2003 年 12 月 11
日法鉴版。)

2004 年 4 月 3 日

从今年起,我分口民政部门的报道。民政部
门负责烈士陵园及殡葬行业的管理工作，这个清
明节，我想做个大稿子，写写烈士陵园的公园
化改造。我采访了省民政厅、济南市民政局、济南
烈士陵园、济南历城烈士陵园，收获很多。

仅仅是坐等着民政部门给你下活动通知，
你会觉得每年清明节的活动千篇一律，无非是
在烈士墓前宣誓之类，无新意，没什么报道由
头，顶多发个小稿。但如果你真的深入下去,到
基层走一走，沉下心多听听，多聊聊,你会发现
清明节期间有许多题目可做，而且都是可读性
很强的大稿的题目，从红色旅游到殡葬管理，
从移风易俗到数不清的感人的先烈及历史故
事，新线索有的是。

(注：采访后写出报道《在轻松中接受教
育》，刊发于《大众日报》 2004 年 4 月 5 日要
闻版。)

2005 年 1 月 4 日

招商一时成各级政府的工作重点，但许多
政府工作人员并不懂经济，在招商工作上下力
气很多，收效却不理想。最近一年我在济南、
菏泽、淄博、青岛等地跟踪采访浙商，想在这
个问题上做出点文章。

浙商实际上是一个老乡观念、族群观念极
强的群体，一个外省人很难成为他们群体中的
一员，甚至与他们交成朋友都是很难的。我写
了许多浙商的文章，有人托我拉他们的广告，
有人托我央请他们投资，有人托我便宜价买他

们盖的房子，全被我拒绝了，我自己也无星点
这些想法。我跟踪他们就是为了写稿。凭我不
喝酒、不贪利、不拉广告、无丝毫商业动机的
极地道认真的职业精神，我虽未与浙商交成朋
友，却取得了他们的信任，每有大的活动，山
东浙江商会的同志总通知我。这就为我提供了
接触了解采访他们的绝好机会。即使一时未找
到合适的报道题目，我亦不急不躁，表面上悠然
地陪着他们，实际上大脑不停地转悠，一旦寻找
到新颖的报道角度，我即紧追不舍，一气采访完
毕，饭桌上、汽车里、参观漫步途中皆是我采访的
场所。常常是边走路边行车边吃饭边记录。我平
时不出差时是很悠闲的，常在办公室下棋，一旦
外出采访，就像打仗一样紧张。有人劝我：“那么
累干什么——— 出来休息休息呗。”我总想，休息还
有在家休息的好？我若为了休息就不出来了。所
以，这几年，我每回跟随浙商行动，总能写出大
稿子，也皆出乎浙商意料，他们愈发信任我。

(注：采访后写出报道《听浙商话招商(1-
4)》， 2005 年 1 月 4 日至 1 月 11 日在《大众日
报》上陆续刊发。)

2005 年 6 月 17 日

前两天,我由省民政厅获知，济宁市投资数
千万元盖起 153 套公房，分配给城市困难群体
居住，感到意义非凡。遂采访了济宁市民政局
救灾办公室、济宁市房改办公室，还有已经搬
入廉租房的困难群众魏洪芝等人。总的感觉
是，政府当房东好处多啊!

完全市场化永远解决不了普通百姓住房难
问题，即使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总有几成
的下层人买不起住房，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政
府盖房，租赁或无偿提供给他们居住。近年
来，住房市场化、房地产行业火爆发展无疑是
经济高速发展的强动力之一，但 GDP 增长再快
又能怎样？即使人均 GDP 超过了美国又能怎
样？不是照样有许多贫民买不起住房吗?那么多
城市人买不起房，又租不起房，长时间如此，
他能心宁吗?所以，当我们经济高速发展这么多
年有了点家底以后，该是考虑放慢速度，在社
会的和谐度上投资的时候了。

建设廉租房和廉租房制度建设是两个不同
的概念。前者就是政府出钱建房对外出租。后
者除包括了前者(称为“实物配租”)，还包括
政府向困难群众提供部分补贴，让他们自己到
社会上租房。自然，以如今房屋租赁市场价，
政府补贴小钱不仅无法使特困无房户租到房
子，同时,还助长了买房投资之风，抬高了房价
和房屋租赁价。有的记者实际上没分清两个概
念的区别，报纸上动辄出现“贫困户享受廉租
房”的标题，本来是政府发给特困无房户少量
补贴，让他们自己租房去，却让一般读者理解
成政府给他们提供房源了。

(注：采访后写出报道《廉租房建设为什么
叫停》，刊发于 2005 年 7 月 12 日《大众日报》。)

2005 年 6 月 20 日

泰安市制订了市级领导每周一轮流接待上
访者制度，对化解积访起到了很好效用。昨天和
今天，我去了泰安市信访局接待大厅，想以“现场
直播”方式，让读者看到市领导接访的全过程。

第一次去写稿，泰安市信访局领导对我就
极其信任。我说我要现场采访，他们说你随
便，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在信访这样一个极其
敏感性问题上，对我这位做记者的一点儿也未
设障。后来，我就独自钻进市长接访的屋里
了。市长事先未得到有记者现场采访的通报。
屋内除了上访者,仅二三市长的随从及信访工作
人员，我的进入自然是很显眼的，市长瞄了我
一两秒钟就自顾自地接访了。其间我想,市长会
怎么猜我呢?上面来的信访部门的考察人员?记
者?当然, 情形也不容我多想，我一直像个速记
员似的埋头记录他们间的对话。这篇稿子写得
比较生动主要得益于对方提供的采访条件及对
方的自信、坦诚，对记者信任，由着记者做。

(注：采访后写出报道《市领导公开接访记》，
刊发于 2005 年 6 月 30 日《大众日报》。)

2005 年 10 月 15 日

10 月 11 日到今天这四天，我去了青岛大
麦岛、青岛高雄路等地方，采访进城打工农民
李立华、刘学、曹氏父子。

想写一篇表现进城农民原生态生活的报
道。的确，不走近他们，不目睹他们的居住
处，你无法想象在那幢城市繁华风景背后，掩
饰着另类人完全不同的生活场景：4 位民工用每
月一百元的价钱，租住着小岛上鲍鱼养殖看护
窝棚。窝棚距海水仅十几米远，潮湿得墙面地面
全是水。可以断定，居住在这个地方，用不了一
两个月，一位原本健康的人肯定会落下病。写下
这篇调查，目的是希望引起对当下进城农民工
的生活状态更多的关注。

(注：采访后写出报道《住在城里的农村
人》，刊发于 2005 年 11 月 1 日《大众日报》
要闻版。)

2006 年 4 月 20 日

绝大多数乡镇卫生院经营差，亏损严重，
而农民同时遭受着看病贵、看病难的困扰。聊城
市东昌府于集镇卫生院却风景这边独好，让农
民看病易、看病便宜，又创造了好效益。刚获得这
条新闻线索时，我拿不准算不算是个调查题
目，担心有广告之嫌。给总编室负责人汇报
后，领导说目前乡镇医院普遍亏损，使本来的农
民看病难上加难，贵上加贵，而这家医院不仅使
农民看病方便，而且看病便宜，人家是怎么做的?
此前，我从未对乡镇医院进行过报道,这方面的
情况不熟悉，这次我采访了聊城市东昌府区有关
部门负责同志、镇卫生院院长、工作人员、求
医农民等一干人，对这方面的情况及问题，有
了较详尽的了解，为以后的报道打下了基础。

(注：采访后写出报道《一个乡镇医院的经
营之道》， 2006 年 4 月 24 日刊发于《大众日
报》。)

2006 年 4 月 26 日

这次采访有两点值得一说。一是这种现象已
经在我们身边出现好久了，可并没有谁将其作为
一个新闻题目加以考虑。我也同样，将儿子送至
一县中学就读好几个月了，才在一次与朋友的侃
谈中蓦然意识到它的新闻价值。我们往往都有一
个对新闻认识的盲点，而这盲点的形成往往都
是因为我们对它的司空见惯。因为司空见惯，
我们的思维便有了惰性。二是此稿是一种依据
思想线索谋篇的方式，需要大量的素材。如若

靠短暂的时间采访，材料的获得往往不足。况
且在未曾构思谋篇之前，哪些材料撰稿时能用
得上，哪些可能用不上也不得而知。总之，写
这种稿子需要大量的材料，不是几天采访就够
的。对策是确定题目后，不急于集中采访撰写,
平时注意搜集点零星素材。这一个月，我去了
青岛、平度、莱州、昌乐、寿光、济南等地十
多所学校，采访了中学校长、教师、家长及学
生近百名。材料搜集到一定程度，脑子里有个
初步框架后，写起来效率要高一些。

(注：采访后写出报道《城市学生下县就读
调查(1-3)》，陆续于 2006 年 5 月 9 日、 10
日、 15 日刊发于《大众日报》要闻版。)

2008 年 6 月 3 日

新泰市及各乡镇成立了以乡村干部、驻地
企业及当地有名望人士组成的群众自治组织平
安协会，在筹资组织治安巡逻，调解矛盾纠纷
上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我在与新泰方面电话
交流时获得了这个信息，随即赶往新泰市汶南
镇、羊流镇、东都镇、禹村镇，采访了部分镇
村干部、企业代表、协会会员和村民。

多年来养成一个笨习惯：采访提纲拟到采
访完。采访前先是设法充分了解对方情况，有
一个基本认识。在此基础上，拟一“主题先
行”的采访提纲。随着采访的深入，先前定的
主题或事先的构思都会变，采访重点自然会随
着变，此时采访提纲就要利用采访间隙重拟。除
此，采访过程中，在对方言语的激发下，脑中会随
时生出新想法，生出需采访的新问题。为避免对
方思路及言语梗塞，自己一般不打断对方讲话，
而是将新问题以几个字快速简要写于采访本上
沿，伺机提问。这就形成了即兴提纲。

翻翻采访本，发现自己在这次采访中拟出
的提纲竟达一百几十条。采访笔记足有 1 . 3 万
字，这自然不算对方提供的一摞文字材料。如
此看似乎有点太浪费，但实际上不是浪费，说
不定以后就用上了。

(注：采访后写出报道《平安协会:社会稳定
社会化》，刊发于 2008 年 6 月 19 日《大众日
报》要闻版。)

2008 年 8 月 15 日

文登建市 20 周年，领导派遣写其发展变化
的重点稿。经 3 天多采访，已采访完毕，稿件构
思也基本有了形。想即刻回济南，文登的同志
说：市委书记王亮这几天一直在外，未能与记者
一谈，而当晚将由外地飞回，争取晚上与记者
一晤。我便拖延了返济时间等他。当晚王亮书记
回来很晚，未能见到。宣传部同志说，王书记明
天事儿很多，没有时间见记者了，只安排了与
记者们一同进早餐。第二天早餐，王亮书记请大
家吃早餐，其间即兴侃谈了起来。当时有一满桌
就餐者，记者好几个，其他人都只愣愣地听,而
我因有个采访本随身带的习惯，顺手抄起本，
独自记录起来(稿中王亮书记的观点即出于此)。
回来翻翻采访本，记录了一千几百字，所占用
时间可想而知。因用餐时间短，我这顿饭仅吃了
半饱。别人都盯着讲话者，皆未注意到。饭桌上
采访是常事，未吃饱倒少有。

(注：采访后写出报道《创新创优文登升
级》，《大众日报》2008 年 9 月 16 日头版头条。)

2009 年 8 月 1 日

最近计划采访的这样一个题目——— “非转
农”问题调查。

2008 年秋季编辑大众日报 70 年报庆丛书
时，见山东法制报一稿：几个大学生大学毕业
后户口回到村里，却享受不到村民待遇，因此
给村里打官司……始对当下“非转农”难问题
关注； 20 0 8 年 1 1 月，到潍坊市奎文区采访
“社区民主”，听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侯方恒讲,
当地非转农工作很有创举； 2009 年 3 月 20 日
到青岛市城阳区采访农村住房建设一稿，在北后
楼村采访时获知，该村 6 个大学毕业生户口全回
到村里，并享受到村民待遇；2009 年 6 月 9 日在
寿光市小东关村采访“城乡资源双向流动”一稿，
得知该村前几年农转非农民如今想非转农却都
因政策限制难转成；2009 年 6 月 17 日在莱芜市
艾山街道采访“城乡资源双向流动”一稿时，
一政府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据他所知近年来最
少百十人申请非转农而没有一人申请农转非。

2009 年 7 月 14 日至 7 月 17 日，大众日报
一版刊出我与记者姜国乐合写的《聚城乡资源
双向流动》系列重点报道，结尾时关于“发展
中的美丽问题”阐述中，有一段为:“非转农是近
年来城乡一体化快速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已出
现了城市户口往农村回流需求飙升及回流难现
象……”这的确是一发展中的美丽问题。解铃还
需系铃人，发展中的问题只能靠发展解决。至
此，写一篇探索性非转农问题调查主意已定，
采访对象暂定以上几个地方，可择空而做。

(光明日报记者赵秋丽、刘文嘉整理)

陈中华采访笔记摘录
编者按：

8 月 2 5 日，本报转发了《光
明 日 报 》 记 者 采 写 的 人 物 通 讯
《当代好记者陈中华》，报道了
敬业乐业、癌症康复期仍然坚持
一线采访的本报记者陈中华的先
进事迹，在读者中引起了热烈反
响。陈中华的两件“宝”——— 电
动车和采访本，也引起了读者的
热议。今日本报再次转发 8 月 26
日《光明日报》刊登的《陈中华
采访笔记摘录》，以飨读者。

▲陈中华坐三轮摩托
车下乡采访（资料片）。

陈中华使用过的部
分采访本。

□记者 魏 然 报道
本报济南 8 月 27 日讯 为做好我省

甲型 H1N1 流感秋季预防工作，发挥中
医药特色优势，防止疫情扩散流行，省
卫生厅结合秋季气候和人体生理病理特
点，制定发布《山东省甲型 H1N1 流感
中医药预防方案（ 2009 秋季版）》。

根据方案，秋季昼夜温差较大，天
气变化快，应注意适时增减衣物。应
少食辣椒、烧烤等辛辣炙煿及生冷等
食物，适当多吃能够滋阴润燥的食
物，如芝麻、核桃、蜂蜜、梨、甘蔗
等，提倡进食带有酸味的食品，也提倡
食粥。注意饮食卫生，尽量减少外出就
餐。

饮食宜清淡，少食膏粱厚味之品。
在日常生活中，做一些简单、美味的时

令小药膳，对预防流感有一定帮助。推
荐藕丝百合汤、大枣百合薏苡仁粥、银
耳莲子羹、二白（葱白、白萝卜）汤、
益肺鸭肉煲、绿豆赤豆汤等。此外，荸
荠、百合、梨等具有滋阴、清热、生津
的作用，可以适当食用。

流感到来之前或流感流行之际，可
根据个人体质选用下列中药处方或代茶
饮方。需注意的是，慢性疾病患者及妇
女经期、产后慎用，孕妇禁用；老人、
儿童应在医师的指导下服用；过敏体质
慎用。

（一）中药处方
1 、平素体健者：金银花 12 克、黄

芩 10 克、生薏苡仁 15 克、沙参 12 克、
生山楂 15 克、生甘草 6 克。

2 、平素体弱者：平时即有疲乏、气

短、怕风等，感冒之后往往经久不愈，
或反复感冒。可用：黄芪 10 克、白术 9
克、防风 9 克、山药 1 5 克、北沙参 9
克、陈皮 9 克、炙甘草 6 克。

3 、嗜烟酒者：葛根 10 克、生薏苡
仁 15 克、黄芩 9 克、沙参 12 克、藿香
10 克、生甘草 6 克。

4 、儿童：藿香 6 克、苏叶 6 克、金
银花 6 克、沙参 6 克、生山楂 6 克。

煎煮及服用方法：取中药处方一剂
入砂锅，清水浸泡 30 分钟，武火（大
火）烧开改文火（小火）煎煮 10 分钟，
同法再煎一遍，两次共煎出药汁兑一
起，共约 300 毫升，分 2-3 次于三餐后
1 小时温服。每日一剂，连服 5 剂为一疗
程，每月一疗程，直至流感疫情结束；
若单位组织集体服用，则可将药物剂量

按照人员数量分别加倍，委托有资质的
医疗机构按照煎煮方法，煎煮成汤剂，
每人 300 毫升左右，分 2-3 次服用。

（二）代茶饮方
1 、成人用方一：西洋参 5 克、麦冬

5 克、金银花 3 克。
2 、成人用方二：太子参 6 克、麦冬

3 克、金银花 3 克。
3 、儿童用方（ 6-12 岁）：太子参

3 克、麦冬 3 克、金银花 3 克。
服用方法：取优质洁净的上述处方

之一放入水杯，倒入开水，浸泡后不
拘时服用，每日一剂，在流感期间可
长期服用；若单位组织集体服用，则
可将药物剂量按照人员数量分别加
倍，用茶水炉等供水设备煮泡后分别供
应。

秋季如何预防甲型 H1N1 流感
我省制定中药处方和代茶饮方 建设自己的汽车工业是数代中

国人的梦想，新中国成立后，这一
愿望更加强烈。１９５０年，毛主席访
问苏联期间，中苏双方商定，由
苏联援助中国建设第一个载重
汽车厂。同年４月，重工业部成
立汽车工业筹备组，开始了紧
张筹建工作。在大量调查研究和反
复比较基础上，中央财经委员会批
准第一汽车制造厂在吉林省长春市
兴建。
１９５３年，毛主席签发《中共中

央关于力争三年建设长春汽车厂的
指示》。建设汽车制造厂还作为我
国首批重点工程被列入第一个五年
计划。同年７月１５日，第一汽车制
造厂奠基典礼在长春市西南的孟家
屯附近举行。毛主席亲笔题词的
“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纪念”汉白

玉基石被安置在场地中心。
１９５６年７月１３日，在长春第一

汽车制造厂崭新的总装线上，被毛
主席命名为“解放”牌的第一辆汽
车试制成功。在欢声笑语和雷鸣般
的掌声中，首批１２辆解放牌汽车缓
缓驶下装配线。这标志着第一汽车
制造厂的三年建厂目标如期达到，
也结束了中国不能批量制造汽车的
历史。

作为中国第一个大型汽车制造
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被誉为中
国汽车工业的摇篮，它的建成投产，
揭开了中国汽车制造工业的崭新一
页。解放牌汽车的问世，改变了中国
城乡交通和公路运输的落后面貌，
成为城乡交通和公路运输的主力
军。

（据新华社长春８月２７日电）

■新中国档案

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

和第一辆国产解放牌汽车下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