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宝大

写 真

□黄德高

回 味

第5 版
2016年11月4日 星期五
责任编校：房干森 郭亚群
组 版：汪 翔

生 活

楚水 周
刊

联系电话:80259332 投稿信箱E-mail:95287567@qq.com

□顾 洁

挚 情

感 悟

□张 正

五角广场
杨桂宏杨桂宏 摄摄

洋葱烧咸鱼

秋风中的美味

早上，进家门口附近的公厕洗手，冷不
丁，面部有冰凉的水滴溅上，眼镜片上也落了
一滴。我自己，洗得轻轻巧巧的，不可能自作
自受。转身看，原来是刚从卫生间走出一个年
轻人，他也在一旁洗手，洗完手，他用力甩了
甩手，我脸上的水滴无疑是他甩过来的。

我皱起眉头，看了他一眼，想以此提醒他
注意自己的动作。可他没有察觉到我的反感，
继续有点夸张地抬起双手，对着盥洗池前的大
镜子，捋了捋散在额前的头发，又是几星冰凉
凉的水滴，甩到我的脸上。

那一刻，我有点愤怒了，我瞪着他，想对
他说一两句什么。很快，我又克制住自己的情
绪，接着洗手，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他不是
故意的，我敢断言，但可以说，他是一个不敏
感的人，或者说是一个不自觉的人，因为他没
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已经影响了我。

社会上，之所以有这样那样的矛盾，大大
小小的纠纷，正是因为一部分人为了实现自己
的目的，自觉或不自觉地妨碍了他人，被妨碍
的那方，若能忍一忍，尚可大事化小，小事化
了；若不能忍，矛盾随即升级，小纠纷能变成
大冲突，甚而影响整个社会的和谐。

生活在小区，时常听到楼栋间传来叮叮咚
咚的钢琴声，喜静的我，庆幸自己不住在这户
楼下，否则我会发疯。一辆外地牌照小车，硬
生生停在我家车库门口，好不容易找来司机，

我说空地方很多，你怎么可以堵在人家车库门
口？他冲我：我不来了嘛，说多少鸟话有什么
意思！没理的反而成了有理的。

听，对面那栋楼，底层和顶层住户也吵闹
起来，原来，楼下晒被子，楼上晒咸货，咸货
腌得不错，油都晒出了……也许，我们有做许
多事情的自由，但有一点，必须牢记心中：我
的自由，不可以妨碍他人的自由。

个人与个人之间，每天为类似的琐碎小事
心生烦恼、热血贲张也就罢了。如果一个人或
一小部分人的行为侵犯了公众利益，那情形如
何？如果是队伍庞大的一群人，比如一个利益
团体的人，侵犯了另一个利益团体的人，结果
又如何？毫无疑问，只要有这些矛盾在，社会
永远不会有安宁的一天，不是一方认同、顺从
另一方，就是其中一方被灭亡。

个人之间，比如我瞪一眼这个不小心把洗
手水溅在我脸上的年轻人，我只是希望他感觉
到自己的行为有欠妥之处，及时中止，跟我说
一声“对不起”。他不说，我也只得采取息事
宁人的态度，不了了之。我不可能要求每一个
人都跟我一样敏感、自觉。如果我事事要求别
人跟我做得一样，那我也成为这个社会不安
宁、不和谐的因素之一了。

不管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为什么事情，
多一些温暖他人的举动，少一些冰凉的水滴，
大家才有机会和谐相处。

冰凉的水滴

早年，奶奶在农村开了一家小店，卖一些油
盐酱醋、烟酒杂货，她每天在这片“田地”里快乐
地“耕种”，早上出摊、晚上收摊，日复一日、年复
一年，奶奶靠着这个小店撑起了一片天。

乡亲们都说奶奶有本“生意经”，小店的
货物总是销得特别快，大家也总喜欢到她这里
来买东西。奶奶卖东西薄利多销，她卖的东西
价钱总比人家便宜一些，如果是散称重量的物
品，她总会在称好后再加一点放在里面，亦或
是以赠品的方式，给一同前来的孩子一个小玩
具、小零食之类的。奶奶特意在店门口放了一
张长凳，备上茶水、香烟和瓜子，热情地招呼
逛街的乡亲，而他们走着走着，累了就坐下来
唠唠家常，本来不想买东西临走都会带点日常
用品回去。逢年过节，奶奶都提早进货，准备
好节日需要的各种货品，这样当商品紧俏又价
格上涨的时候，奶奶的小店就会异常的火爆。
很多年过去后，当我们流连于灯光交错的大型

商场，看到节庆打折、买一赠一等活动的海
报，坐在商场一角的茶座休息时，我不禁惊讶
起奶奶的智慧！

奶奶虽然只读过几年师塾，没有太多的文
化，却深知“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道理，她常
说“不义之财不可取”。奶奶是这样说的，也是
这样做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刚刚时兴
游戏机，奶奶的店市口好，就有人想跟奶奶“合
作经营”，在店里安装几台游戏机。奶奶却不为
所动，因为她经常看电视，报道有些孩子因为迷
恋打游戏上了瘾，成绩下滑，甚至辍学。奶奶
说，“这种祸害子孙的事我坚决不能干！”就毅然
决然地拒绝了别人的“一番美意”。

奶奶的小店规模小、经营种类单一，早就被
时代所淘汰，但是她的小店却充满了幸福温暖
的回忆，虽然没有赚到太多钱，但却给我们子孙
后辈留下了做人做事的道理，奶奶的小店永远
留在我们的心里……

奶奶的小店

生活中，洋葱是很多人的最爱。这不
仅是因为它的味高——无论是为主还是
作辅，有它炒在锅里盛在碗里噙在嘴里，
就让人口舌生津食欲大振。还因为它神
通了得——网上说，它有杀菌作用，可抵
御流感病毒；它有消食作用，可治疗消化
不良。此外还能降血压降血脂、防癌抗
癌、延缓衰老、补充钙质……总之，是药食
俱佳的“菜中皇后”。

可是，在我的菜系中，它却最不被待
见。

大约五、六岁时，父母腌了一“牛
头缸”的咸鱼，但是因为技术的偏差或
是时间的不对，没到夏天，就有半缸的
咸鱼发出了阵阵臭味。农民人家，鱼呀
肉呀的都属于在它们前面加“大”字的
东西，所以，祖母就将浸在卤中的咸鱼
一条条沥干了用草绳拴着挂在朝阳的土
墙上暴晒。正好，那年有一个垛上的人
家到我们那托卖洋葱，于是“洋葱烧咸
鱼”就成了那一个夏天我们家餐桌上的
一道常见的“大菜”。尽管爷爷说“生臭
熟香”，尽管洋葱烧鱼下饭异常，尽管邻
居家的同龄人看到我碗里的大块鱼肉满
眼生羡，但是，一个夏天吃下来，使我
从此不忘——那咸乎乎热辣辣下掩盖着
的异味！何况，伴随着这舌尖上记忆的
还有另一个画面：那挂在墙上的一条条
鱼干上总有成群的苍蝇。

后来的若干年，我曾不只一次问过父

母：“洋葱是好吃，但那些臭鱼为什么就舍
不得撂了呢？”起初，父母还耐心解释：“怎
么舍得呢？那个时候……”后来，他们就
用沉默来代替说明，因为他们也知道，其
实我的问题与当时的境况早有了距离。

“怎么舍得呢？”现在的我当然知道这
其中的秘密了。

半个月前，我整理书柜，一本四方的
“厚书”又从角落里显现。那是一本上个
世纪80年代还常被各级会计用来记帐的
帐本，因为有很硬的封面很厚的内页，我
从做大队会计的父亲那里得到后竟然用
来作为珍藏某段人生经历的载体——我
用胶水将一张张贺卡或明信片粘在一页
页纸的两面。这是云的，那是磊的；这是
翠的，那是宏的；这是银于元旦寄给我的，
尽管上面的邮戳已经是1月5日；那是梅
子的贺卡，只有她知道我的阳历生日……
是的，每每翻开它们，他们的音容笑貌就
立马浮现在我的眼前。他们是我从教之
后的第一届学生，那时我们年龄相仿，那
时我们情感最契。十年过去了，二十年过
去了，三十年过去了，纸早发脆，字也模
糊，但每一次搬家，我还是毫不犹豫地将
它放入了行囊里。三个字：舍不得！

“舍不得”，有时是一种辛劳，比如父母
对于当年挂在老家土墙上的咸鱼；有时是一
种情感，比如那本令起涌起情如纯酿般的明
信片；有时，可能只是一份经历、一声叹息、
一种独特的感觉、一段温暖的回忆……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
又是一年秋天，又到了品蟹最佳的季节。

古人说：“以其横行，则曰螃蟹。”
虽寥寥几字，却写出了这个目中无人横
行霸道的怪物的特性。每次吃到蟹，捧
在手上，正反瞧着这个家伙，总会让我
联想起有趣的事：比如美术大师齐白
石，他在 《袖手看君行》 的诗画上题
曰：“沧海扬尘洞庭湖，看君行到几时
休？”据说此画是赠予一个日本人的。
其寓意不言而喻：看你小日本还能横行
到几时？在那个战乱年代，齐白石能借
画蟹来隐喻时事，来抒发胸中的伤感和
郁积已久的愤懑。当日本人看到了这幅
画，愤怒至极。

如今的人们，虾多蟹多钞票就多。
更何况山珍海味中，螃蟹早被誉为“餐桌
上的至高无上的美味”了。民间说：“不
到庐山辜负目，不食螃蟹辜负腹。”可见
现在的人们的观念不同了，对螃蟹钟爱
有多深，只看销量价钱就知道了。在宜
人的秋天，吃的是螃蟹，玩的是庐山。提
起这个横行的怪物，又令我想起曾经的
古今中外的文人墨客为它而暗自流过口
水呢！

梁实秋说过：“蟹是美味，人人喜爱，
无间南北，不分雅俗。”梁实秋先生早年
在大陆上的记忆中：秋高气爽的时节，大
陆上任何湖沼溪流，岸边稻米高粱一熟，
率多盛产螃蟹。在北平，在上海，小贩担
着螃蟹满街吆喝。看来梁实秋先生虽早
在1949年前就远离大陆去了台湾，心中
却一直念念不忘惦记着幼时曾经难忘的
人间美味——螃蟹。

丰子恺《忆儿时》一文中，也曾详细
描述过他和父亲同桌吃蟹的场景：“我在
旁边看，有时他给我一只蟹脚或半块豆
腐干。然我喜欢蟹脚。蟹的味道真好，
我们五个姊妹兄弟，都喜欢吃，也是为了
父亲喜欢吃的缘故。”只可惜的是，最后
丰子恺据他自己文中说，“茹素”了，大概
是受了好朋友李叔同的影响，也开始吃
斋了吧。并且后来丰子恺竟然把吃蟹当

成了一种残忍的“杀虐”。唉！从此以
后，他把这“人间至高无上的美味”作为
他后半身一种永远的记忆，永远的神往。

唐代诗人皮日休《咏蟹诗》：“未游沧
海早知名，有骨还从肉上生。莫道无心
畏雷电，海龙王处也横行”；李白《月下独
酌》：“蟹螯即金液，糟丘是蓬莱。且须饮
美酒，乘月醉高台”……素以好吃自居的
东坡居士、陆游、袁枚等人留下关于蟹的
经典诗文不在少数。

我现在也常常回忆小时候我跟着父
亲身后捕蟹的情形，那才是一种真正的
乐趣呢。记得那时候的秋日，虽然秋水
一天天消瘦，但小河小沟小渠里的水倒
碧清得很。晚上，和父亲拿上自制的网
兜，脱鞋，挽裤管，拿火把，轻手轻脚来到
村庄外的小河小沟小渠边，借着红红的
火把，红红的光亮，就见河坎、田埂、路
旁，或碧清的河水里，不时发现横行霸道
的螃蟹在穿梭着。只要手脚敏捷，一晚
上可逮捉到几十只又肥又大的螃蟹呢。
那时家中佐料有限，回到家，清汤寡水煮
着吃，照样鲜美得要命。怪不得螃蟹被
称作人间美味呢。

但现在吃螃蟹最讲究的还是掌握时
机。通常有“九雌十雄”之说。就以“重
阳节”来说吧，节前应品尝母蟹；节后就
应品尝公蟹。吃蟹只有合节令，辨雌雄，
才能真正吃出螃蟹的味道来。所以吃蟹
不在于雌雄，而在于它成熟的季节。

霜降前后，待到菊花黄、稻花香时，正
是里下河兴化地区捕蟹吃蟹最佳的时机。
此时，各地商贩食客纷至沓来，每天都有大
量的螃蟹从兴化销往全国大小市场。

“立了冬，影无踪。”冬天到了，螃蟹
也该收场了。只有此时，秋高气爽，选一
个明月当空的夜晚，当月光满满地泼洒
着大地，当桂花香气溢满庭院，约上几位
好友，围成一桌，一边说笑，一边看着月
亮，一边剥下一壳蟹肉，蘸着小碟子里的
生抽和着老醋葱花姜末，细细慢品，再咪
一小口酒，享受秋天的美味和乐趣，给人
似神如仙的感觉，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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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在追梦的路上大步前行

11月8日是中国记者节。对于从事新
闻工作的人来说，这是不寻常的一天。

又到记者节，我想通过这篇小文，怀
念一位老记者——萧乾先生。提起萧乾，
大家肯定不会陌生。尤其是爱好文学的
青年，一说起萧乾，第一反应就马上会想
到他是中国当代著名的作家和翻译家。
记得初中语文课本上有一篇萧乾先生的
《枣核》，短短一篇千字散文读来意味深
长。后来我才知道，萧乾不仅是散文家，
他更是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记者。

萧乾先生在他25岁时写的《大明湖畔
啼哭声》，是我最喜欢的一篇新闻特写。
1935 年秋，山东境内的黄河几处地段发生
决口，方圆几百里一下子变成了一片汪
洋。洪灾发生后，当局在济南大明湖畔设
立了难民收容所。萧乾迅速写出了特写
《大明湖畔啼哭声》，并发表在
当年9月的《大公报》上。文章
中，他采用反衬和对比的手
法，在开头写道：“济南城里到

处淙淙地流着小溪，也流着成

群低声叹息的难民。大明湖

又荡起秀逸的秋色了，风吹得

尖长的蒲叶摇摇动撼。青簇

簇的千佛山依然迎面耸矗着，

湖畔可失却了它往日的宁

静。张公祠、铁公祠、汇泉寺，

一切为文人雅士吟诗赏景的

名胜，都密密匝匝地挤满了

人。这样狼狈褴褛的人当然

不是游客。他们不稀罕可餐

的湖色和远山的倩影。他们

直瞪着饥饿的双眼，张着乞援

的胳膊，争吞着才领到的黑馍馍，嚷着要御

寒的衣裳。”
萧乾忠实地记录了当时收容所里的惨

状：深秋正用彻骨的冰冷提醒着人们隆冬
之将至，收容所门前挤满了才逃上来的难
民。他们几乎抖成一团，胸上写着号码的
白布条迎风飘动着，也随着那些瘦弱的身
躯颤抖。孩子们无力地跺着小脚丫，“冷
呀，冷呀”地号啕着，那声音是有传染性的，
一个孩子可以哭醒许多缩在避风角落的孩
子们。哭，发泄了他们内在的要求，却更增
加了冷意。一个中年妇人手拉着个赤裸的
幼孩，走在人丛的前列，向我大声絮絮叨叨
地数落着：“先生，你给俺们想个办法吧。
水是半夜来的，俺孩儿光身逃出。俺想秋
后水必然退了，可是已经九月了，家还泡在
水里……她抱起孩子挡着我的去路：“俺就

这么一个了！他爹前年给土匪杀了……”
如今80年过去，萧乾笔下那大明湖畔

的啼哭声，依然能够深深地震撼我们的心
灵。那些哭泣的声音，母亲的眼神，孩子的
天真，还是那样的震撼人心。我最崇拜萧乾
的，就是他通讯报道中无处不在的真诚、善
良和悲天悯人。萧乾的通讯报道，不仅带有
很强的新闻性，还有很高的文学性。

晚年的萧乾曾经说过，他最爱听人们
叫他记者。如果有下辈子并可以再次选
择职业的话，他仍然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还
做记者。我觉得，无论萧乾先生创作的是
新闻报道，还是散文小说，其核心价值就
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身为一名
记者，就应当像萧乾一样，时刻把“道义”
二字放在心中，做好党和人民的喉舌，不
求名利，只为良知。

你有梦想吗？你的梦想是什么？你是否
走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作为一名新闻战线
的“老兵”，我无比自豪：我一直努力追求着自
己的梦想，一路前行。

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像朵永不凋零的
花……小的时候，总有着很多的梦想，有些甚
至谈不上梦想，只是年少的我对生活的种种
渴望。满村找电视看的时候，有台大彩电就
是我的梦想；一家人住在茅草屋的时候，住砖
瓦房就是我的梦想……然而在我看来，真正
称得上梦想，值得、需要我用一生去追求的梦
想只有一个：成为一名优秀的记者。

说起这个梦想的由来，某种程度上来说是

一个偶然。2003年的夏天，在经历了高考战场
的一番“拼杀”后，我成为了得胜者队伍当中的
一员，成绩算不上理想，但也比本二线多出了
一点。在填报志愿的时候，我本准备填报历史
专业，因为自己比较喜欢历史。可父亲却强烈
反对，因为他认为这个专业不好找工作。当时
由孟非主持的《南京零距离》正在热播，每天晚
饭时一家人总是一起观看。于是，就在那个夏
天的一个晚上，在饭桌上，我告诉父亲，我准备
填报新闻专业，因为我想成为《南京零距离》里
的记者一样的人，父亲欣然同意。

在经过四年新闻专业的学习之后，2007年
的秋天，我如愿考入了报社，那一刻我欣喜万

分，我以为我的梦想就此实现，可现实却给了我
当头一棒。找不到新闻线索，有了新闻线索又
不知道如何下笔……一系列问题接踵而至。那
段时间，我曾独自一人骑着车在乡间的公路上
四处乱窜，甚至一度迷茫，我是不是适合这份职
业？我又能否做好这份工作？我是幸运的。在
各位老记者的指导、帮带下，我在一次次的实践
中不断提升自己的新闻采访、写作能力，也渐渐
懂得了新闻采写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需要不
断拓展自己的“朋友圈”，广布“关系网”，这样才
能得到更多的新闻线索。

2009年，我独自一人跟电视台的记者一
起远赴西安，采访我市在外打拼的优秀典

型。半个月的采访工作，每天坐车在关中大
地奔波，虽身体有点水土不服，且工作量大，
可当看到那些被采访者的经历一段段在自
己笔下鲜活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时，自豪感油
然而生。《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乡村文脉”
之陈堡篇》、《创卫惠民 兴城更美》、《生态文
明铸就梦里水乡》……一篇篇新闻稿件的见
报，更是让我收获了满满的成就感，也更加
坚定了我追求梦想的步伐。

“为梦而生，一生为梦而活着，我不要无
所谓的存在过。”梦想就在前方，道路就在脚
下，在追梦的道路上，我将继续大步向前，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尤未悔”。

喜欢摄影，因为它能记录下精
彩的瞬间，更能在以后的日子里久
久回味当时按下快门的情景、心境。

2006年夏天，我拥有了自己的
第一台相机——Lumix DMC-FX1，
对于一个普通的工薪家庭来说，它
当时的价格并不便宜。然而专业知
识学了很多，涉及摄影的寥寥无几，
可我仍习惯将相机随时带在身边，
透过方寸大小的取景框，似乎我的
观察和思考就会变得不一样，能寻
找到与众不同的故事和风景。小小
的相机卡装满一批又卸载一批，甚
至当电脑和移动硬盘都装满时，我
仍不愿删去任何一张照片，因为这
些“老朋友”是我一路成长的见证，
缺一不可。

虽然对摄影发烧，可从未想过
将它变成我的职业。去年，当我第
一次触摸到的冰凉的专业相机时，
我没有兴奋，更多的是恐慌，因为
我开始意识到我的职业要在记者之
前加上“摄影”二字，这两个字神
圣而又沉重。当时恰逢秋收季节，
连日的阴雨天使得稻谷无法晾晒，
好不容易盼来晴天，农户忙不迭地
摊开谷堆，铺出一条金黄的道路。
他们开心地扬着稻，我蹲在一边卖
力地按着快门。那一刻，我仿佛嗅
到我的照片正弥漫着一种味道，叫
泥土香。

茅山会船，万人云集，气势磅
礴，却给摄影带来巨大难题，为了抢
到好的摄影角度，我坐着渡船登上
河中央的船舫，零距离观察会船盛
况。百舸争流，逐浪如飞，一声声呐
喊铿锵有力，一次次挥篙震撼心扉，
我的手指也像受到感染似的，不停
地按着快门，直到晌午他们依旧热
情不减。后来得知传统的会船寄寓
了他们的美好愿望和祈盼，所以他
们才会如此卖力，因为他们期盼国泰民安、生活富
裕、人世昌隆、人寿年丰。那一刻，我仿佛看到我的
照片正渗透出一种力量，叫信仰。

中秋佳节，举家团圆之时，入伍的新兵却迎来与
家人的别离。当母亲亲手为哺育了19年的孩子穿上
帅气的军装，细心地为他翻好衣领，整好衣襟时，母
亲的眼泪扑簌落下，让人不由鼻头发酸，站在一边的
我立即拿起相机，捕捉下这个场景。那一刻，我仿佛
看到我的照片正流露着一种感动，叫亲情。

不止一次有朋友拍下我扛着相机的照片发给
我，照片中的自己歪着头、咬着牙，左手托着长焦
镜头，高耸着左肩，动作看起来很怪异。有朋友打
趣地问：“你是在‘凹造型’吗？”我只能苦笑着回
答，其实我只是手托不住了，只能靠肩膀的力量支
撑着。重的不仅是相机，还有“摄影记者”这个称
呼。

都说摄影是光影的无声叙述，除了要协调好
光，还要注意动与静、虚与实、前与后、深与浅、
明与暗、冷与暖、光与影、主与次的关系，每一张
看似简单的照片背后都有一段说不尽的故事，这就
需要摄影者花很长的时间准备和等待，更少不了孤
独的坚持与不断的自我交流。辛苦是必然的，可当
时过境迁，回过头去看着自己捕捉下来的每个精彩
瞬间，便觉得一切都值得了。

□张巍巍

把责任扛在肩上
记者，无冕之王。在别人眼里也许记

者是一个风光无限的职业，但这份工作中
的苦与乐只有记者自己才会知道，这份工
作中要担负起的责任只有记者自己才能
体会。

九年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
2007年12月我加入到了《兴化日报》这个大
家庭。刚成为一名记者时有着几分自豪，但
更多的是忐忑。那时除了看各类报纸，就是
跟着前辈外出采访。我觉得自己是幸运的，
从这些前辈身上不仅学到了采访写稿的技
巧，还感受到了他们对记者这份职业的热
爱。记得自己第一次独立采访的稿件登上
报纸后，手捧着报纸看了又看、读了又读，虽
然篇幅不长，但那份喜悦至今还记得。现在
几乎在每期报纸上都能看到自己的稿件，和
那时看到自己的处女作相比，少了几分激
动，多了几分责任。

要闻顾名思义就是重要新闻，而我所
在的要闻部就是负责市里重大事件以及
重要会议和主要领导的活动报道。众所
周知，新闻讲的是时效性，特别是重要的
新闻更是如此。由于报纸发行是早上，如
果第一天的新闻当天不写好，排上版面，
那新闻见报的时间就会变成第三天了。
这样的话，再重要的新闻也变成旧闻了。
作为要闻部的记者，当天的稿件当天写好
发出是基本要求，也是起码的责任。所
以，上午的采访还好，如果是下午的采访，
一旦结束的时间比较晚的话，那么记者就
要加班赶稿了。但是也不会孤单，编辑、
值班总编、排版员都会陪着，有时遇到晚
上的采访活动，大家要到深夜才下班。

安全生产重于泰山。对记者来说，安
全生产就是确保稿件不出错。记者是稿
件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因为具体情况记者

最清楚，而编辑并没有去现场采访，所以
只能在你稿件框架内做修改完善。记者
自己要切实担负起责任来，特别是要闻部
的记者如果稿件出了错，往往造成的后果
会更加严重。也许有人会说，常在河边
走，哪有不湿鞋。的确，审美还会疲劳，更
何况是每天写稿。但我认为，这是在逃避
责任。作为记者，就应该扛起自己的那份
责任，少为自己找借口。如果你采访时问
得仔细一点，记得认真一点，稿件写完后
认真再看几遍，就会把一些可能发生的错
误消灭在萌芽状态。

11月8日是记者节，来不及好好回味，来
不及好好庆祝，在田头、在车间、在社区……
依然看到有一群拿着采访本、背着照相机忙
碌着的记者的身影。其实，不仅这个属于记
者自己的节日，一年到头，我们都在忙碌着，
忙采访、忙写稿，因为这是我们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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