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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动精彩的课堂、笃志不倦的
学习、有趣充实的采风、真情热烈的
互动……

4月 14日，本报 2023年度第一期
通讯员培训班圆满收官，来自全省各
地的 180余名学员收获颇丰。他们不
仅在 4节课堂上学到了丰富的理论知
识，还先后走进华茂牧业科技发展有
限责任公司、马炉劳模精神教育基
地、丹凤葡萄酒庄、棣花古镇进行实
地采风。春日暖阳下的丹凤县城，涌
动着浓浓的学习、交流、思考的热潮。

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西安咸阳
工作站站长兰金龙、高级摄影师衡国
良、《中国青年报》陕西记者站站长黄
博、《工人日报》陕西记者站站长毛浓
曦先后走进课堂，结合自身工作经历
向学员们分享经验，为学员们带来满
满“干货”。

台上，各位老师的授课深入浅
出、生动精彩；台下，参培学员仔细
聆听、深入思考。“讲得真实用！”培
训过程中，大家不约而同发出了这
样的感慨。

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的
工会干事任广露足足记了 10页笔记，
还在课堂上不停地用手机拍摄记录
着各位老师带来的课件。

“我回去之后还要把课件、笔记
保存好，以便随时翻开学习。”任广
露说，通过这次培训，自己的理论水
平得到了提升，尤其是一些关于新闻
宣传的技巧，对现在的工作具有很
强的指导意义。

为期 4 天的培训，有新闻常识与
宣传技巧，有手机摄影构图后期制作
方法，有爆款短视频打造策略……一
门门精彩的课程，进一步提高了学员
们对新闻宣传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这场培训犹如‘及时雨’，非常
‘解渴’。”来自镇安县总工会的“新
兵”张璇坦言，要做好工会新闻宣传
工作，不仅要勤于学习，掌握新知识，
还要深入一线，不断增强脚力、眼力、
脑力、笔力。

驻足在回程的大巴车前，学员们
依依不舍地道别，培训虽已结束，但大家仍意犹未尽。
在这几天的时间里，大家既收获了丰富的新闻理论知
识，又感受到了别样的氛围，还用文字记录下了一句句
心声，用照片定格下了一个个难忘瞬间，怀着希望来，载
着收获归。 本报记者 李旭东

怀
着
希
望
来

载
着
收
获
归

4 月 11 日，平凹故里，陕工报通讯员新闻培训班第一
课——打造爆款短视频课开讲。

“解开实践中的一些疑惑，弥补了视频制作短板。”来自泾
阳县总工会的张媛颇有感触。

同张媛一样，全省各市、产业的 180余名工会干部和企业
宣传干事不约而同为开班仪式和第一课点赞。

在开班仪式上，省总工会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兰新哲谈到
ChatGPT等科技赋能话题，授课老师、高级记者兰金龙就此话
题谈了自己的见解。

作为建筑施工企业工会的一名宣传干部，中铁一局工会
宣教部部长李兴中第一次参加陕西工人报社通讯员培训班。
他和下属单位三公司工会副主席赵永年提前半个小时就到达

会场，并“抢占”前排绝佳位置，争取近距离聆听。他说，通
过聆听课程不断掌握现代融媒体新技术，从而增强了创新
发展的紧迫感和成就感。

兰金龙讲授的短视频拍摄和宣传技术，对来自蓝田公路
段的许晨冰而言收获颇丰。“基层宣传用视频画面更具冲击

力和感染力，我要不断提升自己，学会多角度多途径拍摄视
频，从而提升行业影响力。”许晨冰说。

奔驰女事件、安全帽碰撞测试等当年热点新闻的视频一
经推出，引来一阵喧腾。以短视频的方式展现社会热点的

“高光”视频，引发共鸣。

“我认为短视频的时长没有定数，要看题材和内容。”
“我认为越短越好，能用 10秒说清楚的事，绝对不用 15秒。”
现场不断有学员参与到跟老师的互动中。

两个半小时的培训，没有中场休息，但现场一片热火
朝天。

讲课中，来自中铁十二局的郭岩岩摆弄起了手机。她突
发灵感，想给所在的引汉济渭项目部注册一个短视频账户，

“我想了几个小素材的拍摄，怎么拍摄，怎么取景等。”她说，
老师用近期的新闻进行举例，让她有了更深的了解。

时针指向接近 12时，培训还在紧张进行中，学员们专注
着讲台上的“激情飞扬”而忘记了时间……

本报记者 王何军

学习新技术 实现新发展
——学员点赞短视频制作课

春暖花开，处处生机盎然；风和日丽，时时芳香四溢。
4 月 11 日，通讯员培训班 180 余名学员前往全国劳模

刘西有的家乡——丹凤县马炉村实地采风，参观刘西有
劳模精神教育基地，感受劳模精神、劳动精神的内涵。

从商洛市丹凤县城驱车 18 公里，绕过盘旋曲折的山
路就来到了龙驹寨街道马炉村。徒步进村，错落有致的
院落、层层叠叠的梯田、满山青翠的树木……如诗如画般
的美景让人赏心悦目。曾经一穷二白的马炉村，经过几
代人接力奋斗，现已成为秀美新农村。

马炉村的变化离不开一位劳模的贡献，他就是刘西
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刘西有带领马炉村群众修地造田、
兴修水利、植树造林，让昔日的“荒山麻石头”变成了“绿色
银行”。马炉村被授予西北地区 40 面红旗单位之一，1958

年，刘西有被评为全国劳模，并出席了全国群英会。
步入刘西有纪念馆，一幅幅鲜活的照片、一件件陈列

的实物、一个个感人的事迹，让人很是震撼。
今年 56 岁的中铁二十局市政公司党委宣传部部长许

岗是土生土长的陕南人，对于刘西有的事迹，他从老辈人
和丹凤籍同事那儿有所耳闻，但实地了解后，他更加感动，

不由自主地在刘西有雕像前深鞠一躬。
许岗说，他要把劳模精神化作动力，深入一线，挖掘

有价值的新闻，多种形式展现“三工”新时代形象，用心用
情讲好“三工”故事，将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发扬光大。

看到群众当年用过的简陋的虎牙镢头，延安市总工会
干部张娜感受到了以往生活的艰辛。刘西有用十二把镢

头战天斗地、七战康沟，让她看到了老劳模身上敢于拼
搏、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今后要加强调查研究，同时开
展好劳动教育，动员更多人敬劳模、学劳模、做劳模。”张
娜说。

在党性体验中心，学员们集体回顾了党的百年辉煌历
史，面对鲜红的党旗，全体党员学员重温入党誓词，坚守
初心，不忘来时路。

观看完纪录片《大寨红旗映丹江》，丹凤县总工会经
审委主任王莹很受感动。“刘西有在缺衣少食的年代，不
畏困难，带领群众改变山村面貌，这种精神应该一代代传
承下去。”她要把刘西有的事迹讲给更多人，激励大家勇
毅前行，凝聚广大干部职工合力，为丹凤县高质量发展作
出工会贡献。 本报记者 赵院刚

传承劳模精神 感受劳动文化
——走进刘西有劳模精神教育基地

“昙花胜地、荷塘碧浪、古塔钻天、怪石志异……我要用
手机，把眼前的美景定格住，让更多人看到美丽的棣花古
镇。”参加摄影采风活动的通讯员马睿兴致盎然。

4 月 12日，陕工报通讯员们走进棣花古镇进行采风，将
当天上午在高级摄影师衡国良带来的《5G时代AI模式手机
摄影算法技法语法》课程中学到的摄影知识技巧用于实践。

在课堂上，衡国良用自己的摄影作品举例，并结合多
年拍摄经验，从手机自带的基本功能和特性、构图技巧、
拍摄效果等方面进行讲解。通讯员们进一步认识和了解
手中的“伙伴”，不时拿起手机进行试拍。

得到理论知识的“充电”后，通讯员们跃跃欲试，对采风
实践充满期待。

商於古道、宋金边城，走进棣花古镇，历史与文化、生态

与自然、秦风与楚韵相映生辉，一派人文与自然和谐交融、
百姓安居乐业的陕南乡村悠然恬静之景。

通讯员们用脚步丈量棣花古镇，通过镜头发现古镇的独
特魅力，用镜头记录了棣花古镇的历史丰碑与变迁。

寻找最好的位置和角度构图，调节手机相机中的参数，
迅速按下快门……通讯员们穿梭在棣花古镇的各个角落，不

停地用手机镜头定格自己心仪的瞬间。
“水平拍摄注意手机与景物平行，就是手机所在的平面

与景物所在的平面平行。”在现场，衡国良对大家摄影作品
进行指导，教大家如何构图，叮嘱大家多拍多练。

在古镇贾平凹故居，通讯员们拿出手机进行拍照打
卡，还来到贾平凹小说《高兴》主人公刘高兴的家，纷纷与

刘高兴合影留念，感受古镇所蕴含的深厚人文底蕴。
从课堂教学到古镇采风，理论与实践现场衔接起来，将

培训课堂搬到鲜活的实践现场，这种“沉浸式课堂”让通讯
员们能够在互动中，促进知识和能力的转化，让新闻宣传
培训更接地气。

“有专业的摄影老师为我们现场答疑解惑，帮助解决平时
拍摄中的问题，这样的‘沉浸式’课堂好玩又兼具实用价值，比
传统的授课更加便于我们吸收运用。”陕西地矿集团有限公司
工会李智坤说。

2个小时的“沉浸式”课堂，学员们收获满满，挑选着自
己满意的作品与大家分享点评，既有古镇风光摄影，又有人
物肖像摄影，实现了在欢声笑语中提升摄影技能。

本报记者 李旭东

学以致用 光影定格
——在棣花古镇实景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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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感受丹凤魅力

丹江美 凤冠峻

秦岭最美是商洛，商洛最美在丹凤。
丹凤县“襟带丹江、背依凤冠山”而

得名。一丹一凤，韵味十足。
几天培训时间里，大美丹凤给蒲城

县总工会郝英的第一印象是这里的环境
好，群众朴实善良，处处能感受到城市创
建工作有力度、举措得当。

来自全省各市、省级产业、单列单位
工会和省总机关各部门的 180余名工会
干部和宣传干事等齐聚平凹故里，以新
闻人的视角看丹凤，可谓收获满满。

坚韧不拔之力

4月 11日，陕西环保集团党群工作
部曹讷跟着队伍，深刻感受了一遍省劳
模张丹英的脱贫攻坚之路，还从劳模典
范的角度正面宣传了丹凤县的人文风
貌，展现了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

“丹凤的红色旅游真是不错！”陕西
省石头河水库灌溉中心工会干事王倩
说。她以马炉党性教育基地举例：“它
依托刘西有故居、老村供销社，传统村
落民居等历史遗存物建成，通过一街、
一馆、一书、一片的展示，能够让党员干
部在参观学习后，通过对照‘理想信念
是否坚定，纪律规矩是否严明，坚守道
德底线是否牢固，工作是否敢于担当’
这四项对自己进行一次党性大体检，进
而找准‘病症’，及时根除。”

凝视梯田许久的中国水电十五局
四公司洛南牧羊沟项目部宣传委员王
强龙说：“我们要传承刘西有的优秀品
质，坚守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始终
保持干事创新的高昂激情。”

推陈出新之力

培训之余，漫步万湾社区，绿树林
立、道路通达，景农一体、产村相融的景
象如一幅美丽画卷，释放出蓬勃发展的

无限生机……喜欢走到每个城市边边
角角，看它最富生活气息景象的曹腾，
来自中交二公局党委工作部，他通过查
阅资料得知，丹凤县着力建设秦岭山水
乡村，先后完成民居改造2100户，创建了

“双十条”标准“五美庭院”800个。他说：
“发展的‘金钥匙’攥在手中，丹凤县的田
野乡村正在见证着一场深刻变革。”

这几天，陕西金控集团党委宣传
部侯兆宇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丹凤葡萄
酒庄和棣花古镇。他认为，丹凤县能
够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和文化亮点，以
葡萄产业和文旅产业为抓手，打造推
动地方经济发展的拳头产品和品牌软
实力，深入建设秦岭山水康养、旅游、
宜居示范县城。

优秀传承之力

这几天，趁着培训空档，第一次来到
丹凤县的中建四局西北公司西安分公司
工会干部蔡蕾先后跟随队伍或自行游览
了丹凤县烈士陵园、棣花古镇等地。

远有中共商洛工委旧址和王柏栋烈
士“杀身成仁，舍身取义，富贵不能淫，
威武不能屈，为党为革命牺牲一切”的
伟大精神，近有贾平凹把故乡风土人情
写进小说《秦腔》的乐观与坚韧。“踏寻
红色记忆，挖掘文化根基，丹凤处处是
力量！”蔡蕾感叹。

在丹凤葡萄酒庄，中煤科工西安研
究院（集团）有限公司钻探技术与装备分
院第二党支部宣传委员杨轶，一连品尝
了好几种葡萄酒。杨轶感叹，一分汗水
一丝甘甜，写文章如同酿美酒，每一个字
每一句话都需要去打磨、提炼、拔高，才
能使文章如琼浆玉液般历久弥香。

培训已结束，大家的发现和感受
仍在继续，丹凤县的“向上力量”不断
涌现出来。 本报记者 王何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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