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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春望春 许卫萍许卫萍 摄摄

小隐山林小隐山林 李林李林 摄摄

酒庄窖藏酒庄窖藏 李国强李国强 摄摄

丹凤美景丹凤美景 周维周维 摄摄

报道当晚，报社组织教育观
影活动，观看讲述媒体人故事的
电影《不止不休》，剧中有句话

“其实很多记者做久了，就纯粹
把记者当成一个职业了，而不是
理想，希望你不是这样”，于是我
在反思，自己是不是也在渐渐丢
失自己当初的理想。

这几天的学习和实地采风，让
我感觉仿佛回到了大学时代，只是
身边的同学，变为来自各行各业优

秀的前辈们，我也很庆幸，能遇到
这么多热爱码字的人。老师们则
是来自不同媒体的资深记者，虽然
授课风格各异，但课程的针对性、
应用性都很强，我和众多学员们都
感到受益良多、收获颇丰。

我自问，虽然不能称为是一
名媒体人、新闻人，但作为一个
热爱码字的人，我还有很长的路
要走，愿你与我同道，一起梦笔
生花…… □王蓓蕾

码字的人

门口大墙上红砖白字：“高兴家”
贾平凹笔下的刘高兴
刘高兴家的院子
院子里的花和门前的凳子
都在那里高兴着

刘高兴一天写很多“高兴”
赠予买他书的人
他说：“趁刘高兴还在！”
让更多人“高兴”

刘高兴一直高兴
门内挂着他的喜相
从他家出来的人
笑谈与赞赏不绝

棣花古镇，贾平凹和刘高兴的故乡
也是“高兴家”院子里那朵
嘴巴张得最大的黄色花朵的故乡

□李媛媛

棣花古镇也是一束花绽放的故乡

勤耕不辍，精业笃行。只有不
断地学习，才能提高眼界、开阔心
灵。4月 10日，我非常有幸参加了
陕西工人报社 2023年度第一期通
讯员培训班，陕西工人报社高效组
织，精心安排，为期 5天的培训干
货满满，收获颇丰。

这次培训的地点位于商洛市
丹凤县。培训采取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的方式，内容包含短视频制
作、手机摄影、新闻写作、宣传技

巧、稿件采写、实地采风等。
培训结束后，我怀着激动的心

情拿到了陕西工人报社颁发的通
讯员证。培训让我更深入地了解
了陕西工人报，结识了许多奋战在
各个企事业单位的优秀工作者。
培训不是终点，恰恰是我提高思想
认识、增长工作技能的一个起点。
时代在变化，社会在发展，我们要不
断学习汲取新的知识，在工作中突
破自我，实现人生价值。 □齐晓栋

培训感悟

44月月1111日至日至1414日日，，本报本报20232023年度第一期通讯员培训班在商洛市丹凤县举行年度第一期通讯员培训班在商洛市丹凤县举行，，既有课堂教学又有实地采风的培训模式既有课堂教学又有实地采风的培训模式，，切实增强了通讯员的新切实增强了通讯员的新

闻宣传采写能力闻宣传采写能力。。参与培训的通讯员学习热情高涨参与培训的通讯员学习热情高涨，，学习效果立竿见影学习效果立竿见影，，采风成果颇丰采风成果颇丰。。

采风所到之处都给学员们留下了深刻印象采风所到之处都给学员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也留下了诸多美好记忆也留下了诸多美好记忆。。本报今日推出专题本报今日推出专题，，特别呈现学员的学习心得和采风作品与读者分享特别呈现学员的学习心得和采风作品与读者分享。。

留 在 丹 凤 春 天 的 记 忆留 在 丹 凤 春 天 的 记 忆
————本报本报20232023年度第一期通讯员培训班学员作品撷英年度第一期通讯员培训班学员作品撷英

四月的秦岭山脉一片生
机盎然，此次由陕西工人报社
组织的 2023年度第一期通讯

员培训，我们远离尘嚣，来
到了著名作家贾平凹的故
乡商洛市丹凤县。

在这几天的培训
中，我们学习到了摄

影、短视频制作、
新闻稿件撰写等
专业知识。经

过学习，才发现新闻宣传更多
地是与人文相结合，它不再是
冰冷的文字报道，更添加了一
丝柔和。

除此之外，我们还外出采
风学习，可谓是“行程满满”。
从马炉劳模精神教育基地到
棣花古镇，从峰峦峻峭之间到
清风老街，感受当地风情、传
承劳模精神，这片土地的人文
风光尽显眼前。 □杨鸽

不虚商洛之行

这是一次“沉浸式”新闻宣
传业务知识和技能的学习培
训。培训内容紧跟时代节拍，坚
持从基层一线广大通讯员的实
际出发，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
实用性。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
西安咸阳记者站站长兰金龙为
通讯员讲授了《打造移动互联
网时代的爆款短视频》，高级记
者、国家高级摄影师、陕西省摄
影家协会理事兼新媒介摄影委

员会主任衡国良讲授了《5G时
代AI模式手机摄影算法》，《中
国青年报》陕西记者站站长黄
博讲授了《新闻稿件采写漫
谈》，《工人日报》陕西记者站站
长毛浓曦讲授了《新闻常识与
宣传技巧》等课程，为我们带来
了满满“干货”，他们还都结合
自身工作经历与学员们分享经
验体会。培训内容丰富，教学形
式灵活多样。 □韩恩强

相聚金山脚下

过春分，谷雨将至，偶得机
遇，赴丹凤龙驹山庄，请先生论，
与诸生习。

饭后一人行于山庄石道，道
侧倚小溪，水甚洁，见底鱼，溪侧
多数木，时有鸟蛙鸣。远望乃二
大山也，恰逢木生芽，草生时，遥
望不见半秃之迹，顶上又有一庙，
后乃知曰金山寺庙。日暮，凉风
长吹，路旁灯明，心亦随景而沉，
日疲亦不复见矣，始知所谓心如
止水。复行数十步，闻继乐之声

不绝于耳，应声稍见酒庄，踞山
之半，名“丹凤安森曼”。入庄多
见木桶，皆红酒也，味闻而有花
香，引尝之，始至口中，有少酸涩，
饮之微甘。次饮，方尝葡萄与橡
木之味，甚以为佳。出而前，逾
一小坡，见商坛之门，入门见商字
满地，此即水上交易之要也，遂
行，得三寺，多商之知名者。

既出，随石路还宿，后友人
问喜于此行，答曰：“此修身养性
之妙地也。” □赵玉泉

游龙驹山庄

采风想到的……
记得小时候，听到天气预

报里面的播音员报道说汉中、
安康、商洛……我就问爸爸：

“商洛在哪里呀？”爸爸告诉我：
“商洛就在咱家的东南方向，那
里是山区。”那时的我似懂非懂
地点了点头。

长大后，有一次外出学习，
火车上遇到一位四十多岁的阿
姨。阿姨告诉我，她家在丹凤县
城外的一个山村，因为村子偏
远，比较落后，村里也没多少人
懂技术。为了能够带领乡亲们
脱贫致富，她自告奋勇去宝鸡一
个远方亲戚家去学习核桃栽植

技术。如今学到了技术，村里人
也都等着她带着技术回去，带领
大家栽植核桃树。

阿姨黝黑的脸庞洋溢着欣
喜，看得出她为学技术吃了不少
苦、受了不少累，如今她信心满
满地赶回家，要带领村里的人栽
植核桃树，脱贫致富。那一刻，
阿姨的执著劲头让我佩服，商洛
人朴实向上的精神让我感动。

如今，当我们走进了马炉
镇，看到了给山区群众生活带来
变化的万亩核桃产业，我相信，
当年的那位阿姨一定就是山区
的致富带头人之一。 □郝英

谁植灞柳满商州，一城风絮半成愁。
若非昌黎蓝关阻，自有冠山丹水留。
千秋何事不可忧，东园松雪避王侯。
笑向云中生白发，古道美酒两悠悠。

□周峰

在丹凤忆韩文公

四月中，有幸参加《陕西工人报》通讯员培训。一入丹凤，便被这湖
光山色触动。看着漫天飞舞的柳絮，不禁想起长安城东灞水岸头，想起
韩文正公立马蓝关，遂得诗一首。

无限风光无限风光 唐志林唐志林 摄摄画中画画中画 赵金凤赵金凤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