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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艺作品。
陕西龙钢公司 孙超超 摄

↑陶艺作品。
杨凌农科传媒集团 赵桃子 摄

作为一名基层工会宣传干事，我非常
荣幸能参加陕西工人报社 2025年第一期
通讯员培训班，5天的沉浸式学习犹如打
开了一扇全景天窗，让新时代宣传工作的
阳光雨露倾泻而下，不仅让我在宣传中开
阔了眼界，更在思想碰撞中提炼出三把开
启宣传之门的“金钥匙”。

第一把钥匙：脚底沾泥方得文章真味

开班仪式上提出的五个“度”（即高
度、深度、角度、广度、温度）如醍醐灌顶，
特别是“温度”二字让我顿悟：宣传工作不
是冰冷的文字堆砌，而是带着工会人的使
命走进车间班组，用沾着机油味的笔触记
录钢铁人的脉搏。课堂上“不采访不写
作”的箴言，让我重新审视过去的闭门造
车。当听到《这个快递小哥把自己“寄”到
了人民大会堂》的采写故事时，我仿佛看
到记者在物流分拣中心蹲守十天的身影
——好文章确实要“跑”出来，不仅要带着

机器的轰鸣、钢水的温度，还要融入一线
职工的人间烟火。

第二把钥匙：守正创新讲活时代故事

在陈炉古镇青瓷窑与王石凹煤矿工
业遗址的时空穿越中，我触摸到宣传工作
的创新密码。在AI时代的信息传播技巧
课程中，西安交通大学陈积银教授用抖音
思维重构传统叙事，那些深藏功名的“精神
传承”正以全新姿态走向云端。参观秦酒
酿造车间时，我忽然想到，老一辈钢铁人用
汗水酿造的，何尝不是工业文明的“陈年佳
酿”？需要用新媒体的“勾调技艺”，让老故
事焕发新魅力——既要有历史纵深的窖藏
醇香，更需时代气息的清新回甘。

第三把钥匙：真实为锚筑牢传播根基

走在秦酒酿造车间的参观通道，生产
线上的忙碌场景与钢铁生产线上的景象
何其相似。这让我顿悟：新闻真实性的把

控，恰似炼钢过程的成分检测——每个数
据都是转炉迸溅的钢花，每篇报道都需经
除渣精炼的工序。在参观陈炉古镇时，老
师傅演示的“手捏陶艺”绝技，恰是新闻工
作者应有的素养：既要像X荧光光谱仪般
精准分析事实，又要如炉长守护炉子般的
火热情怀。在宜君科技园区见证“彭祖养
生术”的现代转化时，我深刻认识到，真实
不仅是新闻的生命线，更是产业宣传的定
盘星。我们新闻宣传工作者何尝不是新
时代的“炉前工”，要用事实的“测温枪”校
准每个表述。

此次培训不仅让我学到了知识与技
能，更让我结识了很多奋战在宣传工作道
路上的朋友。非常感谢陕西工人报社举
办的这次活动，以及培训背后默默付出的
工作人员。作为一名工会工作者，在以后
的工作中，我会将此次培训所学运用到实
际工作中，不断探索、奋勇前进，为推动宣
传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

三把“金钥匙”开启新时代宣传之路
陕西龙钢公司 孙超超

夕阳纯粹的金色洒在连绵起伏的黄土
地上，关中汉子站在房顶，遥遥与山坳沉默
相望。这里的土地滋生出大西北的婉约
——每一寸肌理都浸润着瓷的魂魄。

陕西铜川，在关中平原向黄土高原过
渡的褶皱里，有一座被称为陈炉的古镇。
不同于其他几座以“最美古镇”闻名的古
镇，有着江南水乡、边城风情和徽派建筑，
这里以粗粝的窑火将三秦大地的魂魄烧制
成永恒的釉色。

陈炉是宋元以后耀州窑唯一尚在制瓷
的旧址，关中人民的手描绘烧制出的陶瓷图
案古朴浑厚，民间气息浓郁，在我看来，这

“东方古陶瓷生产活化石”更应被称为“关中
人民生活化石”。踏进王家瓷坊，入眼是各

色各异栩栩如生的陶瓷，正像是给当地人的
生活和风物景色安了摄像头，无论是娃娃指
天、老头侧耳、手拿砖头吵起来的汉子，还是
天青色的兰花、笔走龙蛇的狂草，都比邻而
居，全没有雅俗之分。

“一马举着二元宝，打一成语？”介绍
者狡黠地笑着，不必深究的吉祥话谜底
引得游人哈哈大笑。小院里，当地制瓷
所用的高岭土堆在墙角，走过十七道工
序，便知陈炉炉火千年不熄的秘密。年
轻的师傅游刃有余地抚摸着手中的黄泥
胚，眨眼间就成型了标准化的大碗，身着
围裙袖套的大姐坐在小马扎上，毛笔信
手勾勒便使莲花绽放于碗底。“这手艺是
老祖宗传下来的，可不能在我们手里凉

了。”窑火噼啪作响，将西北的豪迈与瓷
器的婉约熔炼成独特的艺术语言——粗
粝处可见雄浑，细腻处不失秀雅。

走出小院，一路拾级而上，陈炉古镇最
特色的罐罐垒墙便充斥眼前。“密如蜂房”的
窑洞民居群层层叠叠，废弃的匣钵与残瓷在
黄土墙上垒出岁月的年轮，勤劳的人们不舍
得抛下这些自己手中诞生的艺术，就把它们
垒作墙，也可用作种小葱。

巷弄小路都是用瓷片铺成的，有的拼
成“福”字，有的像个花瓶，走在路上脚底
板都能与瓷亲密接触，真不愧是贾平凹先
生描绘的：“台阶是瓷的，水沟是瓷的，就
连地面也是竖着瓷片一页一页铺成的。
站在这里一声呐喊，响声里便有了瓷的

律音，空清而韵长。”
头顶着春日的暖阳，脚踏瓷瓦铺出的

路，我仿佛触摸到了曾名为西京炉山人民的
幸福生活。据传，明代时，陈炉窑场东西绵
延五里，南北三里，呈现“炉山不夜”的奇
观。而今，这里也成了景点，却并没有千篇
一律的商业化，而是用西北人民质朴的劳动
生活描绘着最本真的艺术。

春日的陈炉古镇，黄土坡上春花摇曳。
关中人民依旧如同瓷器烧制定格的那样，勤
勤恳恳地烧瓷，豪气万丈地工作，上演着陕
西八大怪中的情景。那 1400年来灼灼不息
的炉火，烧出了新时代铜川人民的幸福生
活，正如他们制瓷时恣意又自得的眉眼，“窑
火旺着，日子就红火！”

陈炉：黄土高原上的千年窑火
中交二公局东萌公司 蔡淑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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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期 5 天的通讯员
培训，从理论授课到实
地采风，从技术探讨到
实践操作，不仅让我对
全媒体时代的新闻传播
有了系统性认知，更让
我深刻体会到“干中学、
学中干”的必要性。这
段 短 暂 充 实 的 培 训 时
光，既是专业知识的积
累，也是新闻视野的拓
展，更是一次工作思维
与能力的蜕变。

理论奠基：
全媒体思维的革新
在信息碎片化的时

代，如何写好一篇优秀的
新闻稿？西北大学韩隽
教授以“获奖新闻稿+优
秀视频新闻”为核心，强
调内容需兼具深度与传
播力。这让我意识到，全
媒体不仅是技术工具的
应用，更是要平衡流量与
质量。如何在 AI 辅助下
保持新闻的真实性与人
文关怀，是每位从业者需
思考的命题。西安交通
大学陈积银教授在授课
中提醒：“技术是手段，而
非目的。”这将指引我在
工作中不断思考，不断总
结，不断完善。

实践赋能：
技术与文化的交融
这次培训通过“理

论+实践”的双线并行，让我的收获感翻倍。
在铜川博物馆和陈炉古镇的采风中，我与各
位学员结合课程所学的剪辑技巧，将陶瓷文
化的历史脉络与匠人精神记录在自己的设备
上。这让我体会到，政务新闻的拍摄不仅是
记录，更是文化价值的提炼。在实地调研中，
通过了解老一辈革命者为我国煤矿事业发展
作出的贡献，秦酒的酿造工艺给当地经济发
展带来的助益，以及彭祖养生术带给后世的
历史文化价值，这些都让我在新旧产业的碰
撞中感受到了时代的发展和变迁。

未来展望：
以专业深耕应对变革

“全媒体时代，唯变不变。”结业式上，报
社人员对于报纸的介绍，让我对于如何投稿
有了清楚的认识。记者部负责人“一日新闻
人 一生新闻情”的工作经验分享，让我对
陕工报记者对于工作的热爱和奉献有了深
刻感悟。各位通讯员代表结合工作实际，
分享了各自的培训感悟。5 天的学习也让
我认识到未来的新闻人需具备三项能力：
技术敏感度——熟练运用 AI工具与剪辑软
件；内容创造力——在信息洪流中提炼独特
视角；文化感知力——将传统与现代融合，讲
好身边的小故事。

此次培训如同一场“及时雨”，既补足
了我在技术上的短板，也让我重新审视了
这项工作的使命。今后的工作中，我将以
此次所学为基石，做好公司的工会工作、宣
传工作。

学员感言
在陕西铜川参加陕西工人报社 2025 年

度第一期通讯员培训的时光如春风化雨，
感恩组织者的精心安排，感谢导师们的倾
囊相授，感动于同行者切磋共进的温暖。
笔尖凝聚的不仅是技能，更是新时代媒体人
的使命担当。眺望未来，愿将所学扎根基
层，用有温度的笔触讲好“三工”故事，以镜
头定格时代奋进的脉动。

（水电三局 朱辉）

真诚感谢陕西工人报社给予的这次宝贵
学习机会，5天的“集体充电”开拓了视野、增
进了感情、精准了定位。公安民警也是平凡
而又伟大的劳动者，我将会把本次培训的所
学所悟带到火热的警营，讲好公安故事、发好
警营声音，通过感人的文字、多彩的图影、生
动的视频，讲述可爱、可亲的铁警故事。

（西安铁路公安处 王小东）

新闻的温度，在真实的故事里；通讯员培
训的真谛，在于思想的碰撞；古迹遗址的岁月
长卷，在镜头下一一珍藏。此次培训，干货满
满，感谢陕西工人报社的组织，也感谢各单位
同仁的分享，受益匪浅。愿我们未来，心中有
光，笔下有故事，脚下有远方！

（陕汽控股 麻坤月）

感谢陕西工人报社精心筹备并组织了这
次意义非凡的培训，这将是我们职业生涯中
一抹难忘的记忆。今后，我会充分运用语言
和笔触，生动细腻地描绘中华文化的独特魅
力，为记录时代发展添砖加瓦。再次感谢陕
西工人报社给予我们此次宝贵的学习机会，
期待我们再次相逢。

（中铁一局 王姝羽）

感谢陕西工人报社为我们提供了这次宝
贵的培训学习机会。在此次新闻宣传学习的
过程中，我深刻感受到了知识的火焰是如何点
燃心灵。愿我们相聚时如一团熊熊燃烧的烈
火，彼此激励、共同成长；分散后化作满天繁
星，将所学所感带回各自的工作岗位，成为宣
传战线上那颗熠熠生辉、光彩夺目的明星。

（陕西地矿 白宏伟）

作为高墙内特殊战线的劳动者，我们必
将以笔为刃践行使命担当，以多维度的镜头
展现监狱警队矢志不渝的坚守，用有温度的
笔触记录教育改造的点滴，让社会大众透过
真实的文字、鲜活的影像，看见那些在高墙
电网后默默奉献的可敬身影。

（崔家沟监狱 李博嘉）

文字工作“酸”中带“甜”，“苦”中有“乐”，
只有从事这份工作的人才能体会其中滋味。
感谢陕西工人报社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幕后工
作者的辛勤付出，今后我会将所学所悟分享
给更多人，实践于工作中，用带有温度的影像
和文字，讲好新时代的工人故事。

（杨凌示范区 张冯博）

白宏伟

火 种

我们是被知识点燃的火种
在老师的悉心授课里
照亮前行的方向
我们是被知识点燃的柴薪
在陈炉的窑火里
读懂泥土如何记住温度
在王石凹的巷道中
收集矿灯般沉默的坚守
风一吹
千年文化就簌簌落下
像未冷却的窑灰

轻轻覆上我们崭新的笔记本

现在
让我们带着满腔的热情
回到各自的工作和生活中去

当你们在报纸上读到光
那必是我们
正以新闻的名义
持续燃烧
（单位：陕西地矿区研院）

四学咏怀
张 辉

学有所获
全媒拓界笔耕春
AI 点睛破雾痕
政务帧帧裁日月
采风淬火见陶魂

学有所乐
石凹斑驳刻岁痕
科技园中绿意囤
古镇窑烟融笑靥
账号星河跃鲤门

学有所期
五日抽丝茧化纶
新闻经纬织乾坤
结业非是征帆落
星海扬楫再启程

学有所愿
工报擎灯照匠心
愿熔赤铁铸徽音
锦囊收尽秦川月
笔凿千峰刻万钧

（单位：西安铁路局工会）

妙笔绘春色 镜头记心音
——本报2025年度第一期通讯员培训班学员作品特辑

编 者 按

4月7日至11日，陕西工人报社2025年度第一期通讯员培训班

在铜川举办，培训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方式进行，来自全省各级

工会和企事业单位的90余名通讯员，经过为期5天的新闻理论学习

和采风实践，不仅基本掌握了新闻稿件采写技能，而且锤炼了脚力、

眼力、脑力、笔力，还收获了许多心得体会和采风作品。

本报今日推出《妙笔绘春色 镜头记心音——本报2025年度第

一期通讯员培训班学员作品特辑》专题，精心选编了部分通讯员的学

习感言、散文、诗歌和摄影作品，让广大通讯员学习交流。期待大家

拿起手中的笔和镜头，将所学所悟运用到火热的生产生活实际之中，

采写出更多更好的新闻作品，为岗位工作赋能助力、增光添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