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好记者讲好故事演讲稿 好记者讲好
故事正能量演讲稿(大全5篇)

演讲稿也叫演讲词，是指在群众集会上或会议上发表讲话的
文稿。演讲稿是进行宣传经常使用的一种文体。演讲的作用
是表达个人的主张与见解，介绍一些学习、工作中的情况、
经验，以便互相交流思想和感情。优质的演讲稿该怎么样去
写呢？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演讲稿模板范
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好记者讲好故事演讲稿篇一

我叫余，是xx市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率的一名记者。

今天在这里，我想和大家分享我的一段经历。那是我从事记
者行业8年来，最难割舍一段情结，也是我对爱岗敬业这一价
值观的全新认识。

那是在2019年的夏天，我们频率进行“走转改”，我领到的
任务是“走访留守儿童”，要求与被访的留守儿童同吃同住，
至少24小时以上。

说实话，这样的采访，以前我做得并不多。有时为了赶稿子，
一天要跑多个现场。不过，既然是“走基层”，那就得踏踏
实实，“把身子沉下去，把情感带回来”。

我去的那户人家，在肥西县高店乡邵庙村。家里有两个孩子，
是姐弟俩，姐姐上初一，名叫静静，弟弟叫称称，当时才4岁。

这户人家日子的艰难，超出我的想象。爷爷、父亲因病先后
去世，少了“顶梁柱”的家，也几乎坍了一半。母亲无奈外
出打工，家里只有年迈的奶奶带着两个孩子。



我去的时候，给姐弟俩带了些文具学习用品，还有几样点心，
虽说只是一份心意，但已让两个孩子欣喜的眼睛一亮了。

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小男孩称称的天真顽皮，和姐姐静静
的沉默少语，让我的采访很难进行，只能听着奶奶时不时的
念叼，从中拼凑起一些不完整的段落。好在静静很快接受了
我这个不速之客，支言片语中，吐露出她的一些意识和想法。
令我吃惊的是，这个13岁的孩子，已对自已的未来有了一个
执着的想法，她说，念完初中，可能就不念下去了，会像妈
妈一样，外出打工。因为，她要给弟弟挣学费。说到以后可
能上不了学，她流下眼泪。

听着这个懂事的姐姐这个“人生计划”，我先是震惊，继而
沉默了。我无法开导她。面对家庭的困境，这个女孩或许很
难有其他的选择。

第二天，我就要和这个刚认识的小朋友说再见了。我在她的
枕头下留下我的电话，还有200元钱。我真的希望能帮她一把。
后来，她真的打来电话告诉我说：“余姐姐，等弟弟上学了，
我想到外面去看一看。”

采访应当说是成功的，稿件《暑假里的留守儿童》也顺利完
成了。

可是，从那开始很长一段时间，我很害怕再去接触留守儿童
这个群体，因为采访免不了要问一些问题，而我最想知道的，
也正是这些孩子埋在心底，不愿说出来的。

敬业，并不只是愿意为工作花费时间和精力。敬业，应当是
对岗位的正确理解，发挥岗位应有的作用。我怜惜而心痛的
感受，或许没有错，但用这种情绪把自已包裹起来，而放弃
了记者应该有的责任与担当，这是失职。

记者，应当用心去听，用心去记，用心去写，用心，去鼓与



呼。

在之后的几年里，我又陆陆续续走过很多乡村，去和留守儿
童接触、交流。我始终做一名观察者，一名记录者，记下他
们的忧愁与欢乐，记下他们的梦想与憧憬，当然，其间也有
孤独、无助、冷漠，甚至叛逆。

今年6月9号，贵州毕节发生4名留守儿童自杀身亡的悲剧。痛
定思痛，留给人们更多的思考：留守儿童的生存状况需要引
起全社会更多的关注，他们需要更多的关爱!

记者，应当站出来，为留守儿童大声疾呼。

我再一次走进留守儿童的家。这一次走访，我不再仅仅是探
寻留守儿童的心理状态，更多的，是把话筒递向他们的家长，
他们的老师，乡镇的负责人。我想知道，为这些孩子，他们
应该做些什么，做了些什么，打算做些什么。

令人欣慰的是，随着快速发展，乡镇经济的崛起，已有越来
越多的乡镇工业园、农业示范园、种植养殖场，吸纳了越来
越多的农村劳动力，他们在家门口就业的机会越来越多了。
同时，全市乡镇实现了留守儿童活动室全覆盖，在这里，留
守儿童又有了一个大家园。

在这篇《农村留守儿童心理状况调查报告》的连续报道中，
我在结尾处这样写道：“留守儿童的问题是不可忽视也不能
回避的。而要解决好这一问题，家庭、学校、各级政府乃至
全社会，都应该为这些孩子创造条件，共同撑起一把‘心灵
保护伞’”。

各位评委老师，我和留守儿童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最后我还想说一句，希望能为这些孩子撑起“心灵保护伞”
的人越来越多。说这句话，是我的职责所系。



谢谢大家!

好记者讲好故事演讲稿篇二

记者要如何才能讲好一则故事?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好记者
讲好故事演讲稿优秀篇，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帮助!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根本
指针。对于如何践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我们这些常年奋斗
在基层一线的记者也许说得不太准确全面，但是我们却一直
满怀激情，担当使命，用行动在努力回答这个问题。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灵魂，也是新闻工作者必须
坚持的工作作风。对电视新闻而言，画面是证明新闻真实性
的主要方式，这就要求我们电视新闻记者要做到实事求是，
就必须在每一个新闻报道中扛着沉重的摄像机亲临现场，用
镜头记录新闻过程。无论雨雪风霜，不怕艰难凶险，只要有
新闻需求的地方，就有电视记者忙碌的身影。电视新闻播出
时只有短短的一两分钟，可是在这一两分钟的背后，往往是
电视记者付出的数十倍的时间和努力。2019年正月十五，遭
遇五十年不遇的大暴雪，我拍摄了市交通部门及时清理公路
干线积雪的情况，通过画面向群众传递了出行信息。在采制
这条新闻时，我所乘坐的采访车被一辆厢货严重追尾，坐在
后排的我，脑袋撞在车窗上，磕得又青又肿，头昏眼花了好
一阵子，可是为了心中那一份责任，我强忍着痛苦，做到了
及时发稿。2019年我的电视新闻短消息《钻井平台升起五星
红旗》获得好新闻一等奖，在这条仅一分钟的新闻里，庄严
却又激情澎湃的升国旗画面表达了钻井平台上石油工人对祖
国的热爱。但是它的背后是我和一名同事接到采访任务后，
顶着七级的海上大风，乘坐颠簸不已的快艇来回行驶3个小时，
站在只有几根绳子牵引的吊台上，带着几十斤重的摄像机和
三脚架，在风浪中飘摇着登上亚洲最大的深海钻井平台的过
程;是强烈的晕船反应让我晕头转向，呕吐不止，回到陆地上



走路腿脚发软的感觉。2019年8月，盘锦防汛进入关键期，我
和同事采制了机关干部在大堤上抗洪的新闻，画面展现了一
幕幕抗洪防汛的真实场景。为了采制这条新闻，我和两名男
同事们在风雨交加，泥泞不已的防洪大堤上跋涉两个多小时，
全身湿透，满身泥浆的走进各个单位的防汛帐篷，进行采访
和拍摄。当时雷电轰鸣，身上的手机响了多次，都不敢接，
回来时实在走不动了，几乎瘫坐在泥水中，幸好遇到了来给
抗洪人员送东西的一台越野吉普车，我们才得以搭车返回。
当时在很多艰难环境中采访时，不觉得有什么痛苦，因为有
一种工作的信念在支撑着;而现在想来虽然多少有些后怕，却
依然感谢那些难忘的经历丰富了我的人生。

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为了人民、
服务人民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石;把这两点结合好的就是
关键要把人民作为新闻报道的主体。多年来，我始终坚持新
闻三贴近的原则，不怕辛苦劳累，深入到最基层，最艰苦的
地方采访拍摄基层群众。田间地头、厂矿工地、郊区野外是
我经常出入的新闻现场。每天早出晚归，节假日加班自然平
常，有时大年三十也在工作中度过。过年当天我在寒风刺骨
的滨海大道写过稿子;在年三十晚上的路灯下采访过守护绿地
的园林工人;在春节晚会直播出时，在市民家里拍摄过人家四
世同堂、欢度春节的画面。工作中，我在以群众为主体的同
时，也始终把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放在首位，把做好主题宣传
当成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的有效方式。因为我知道，作为电视
台这个主流媒体的记者，传播正能量，推出有利于团结稳定，
加油鼓劲，正面宣传又深受群众欢迎的作品，这是我的责任
也是义务。2019年初，我开始创办电视新闻专题栏目《在基
层》，在主导思想上开创了省内以电视媒体引导领导干部到
基层去为群众解难题，办实事的新闻报道形式。伴随着《在
基层》栏目走过的路程，上百个涉及百姓民生的热点、难点
问题得到解决和关注。通过我们节目的拍摄，蓝色康桥小区h
区两栋廉租楼被砸的对讲门得到了修复;xx县xx镇xx村的歪脚
丫女孩马得到了政府送来了的电脑，为自己与外界沟通架起
了一道崭新的桥梁;xx镇居民于一家五口终于申请到了梦寐以



求的廉租房;告别了以往住大棚的日子;大伙房水库饮水工程
异地交税，非常麻烦的问题得到了解决;盘锦港设备检测进展
顺利，保证了港口的顺利运行;身有残疾的外来务工人员“赵
虎姐”姐妹俩在盘锦落了户口，办理了低保边缘户救助证，
解决了一连串的烦恼，对生活也充满了希望。

在工作中，作为电视新闻记者，我们每天都要面临“如履薄
冰、如坐针毡、如释重负”三种状态。在采制新闻时，身上
担负着沉甸甸的责任，要考虑新闻的客观性、时效性，权威
性等因素，所以如履薄冰;在新闻播出时，生怕有遗漏和差错，
有对不住观众的地方，所以如坐针毡;在新闻播出后，如果没
有什么负面声音，也没有什么批评指责，效果不错，才能如
释重负。我们每天都要在这种压力和煎熬中度过，虽然也有
过抱怨，有过委屈，但是却从未有过甩手不干的想法。这样
的坚持不是为了那微薄的薪水，而是心中永远存在一份对于
新闻事业的热爱，敬畏和执着。

作为一名电视新闻女记者，对于工作，我总是满怀激情和责
任，不辱使命。但是对于家庭我却亏欠很多，因为工作关系，
每当年迈的父母或公婆因病住院时，我是那个只有晚上才能
到医院照顾他们的孩子，白天病床前的悉心照顾和嘘寒问暖
全部落到了丈夫和弟弟等其他家人的身上。因为工作关系，
我没参加过一次儿子幼儿园的亲子活动;他每天上学放学的接
送基本上由丈夫全权负责;他去上辅导班，大部分都是爸爸或
爷爷奶奶陪同;我许诺过节或者假日带他去玩儿的诺言往往都
成了空话。我从小由奶奶带大，和奶奶感情无比深厚。在奶
奶去世一周前，我回老家伺候她，她拉着我的手对我说
的:“我好些了，你工作忙，快回去吧!”我当时以为奶奶会
真的会好起来，就赶回了单位。可是2019年7月6日，当我在
参加宣传部组织的去辽东湾新区集体采访时，奶奶与世长辞
了。她对我说的那句“我好些了，你工作忙，快回去吧!”成
了她留给我的最后一遗言!!

多年来，在长期忙碌的工作中，采访对象那一张张真诚的笑



脸让我感受到了被人信任的温暖;一个个获得省市大奖和观众
认可的新闻作品让我享受到了敬业的成果;“辽宁省十佳新闻
工作者”等荣誉让我体会到了成功的喜悦。回顾往事，酸甜
苦辣品尝过，悲欢离合经历过，但是对于新闻事业，我也从
来不曾后悔过，更不曾放弃过。因为我最引以为自豪的事情
就是“我是一名电视新闻记者”!谢谢大家!

好记者讲好故事演讲稿篇三

20xx年7月，我接到来自恩施大山深处一位孤儿的来信。虽然
他成绩优异，但却因为年迈的爷爷拿不出上高中的学费而面
临辍学。他常常因为没钱吃饭而饿上一天，他说他有办法，
只要拼命做题就不觉得饿了。他说他很想读书，想当一名老
师，但这辈子可能都无法实现。这个绝望男孩儿名叫胡军。

十几年前，我外出采访认识了一位从小被父母抛弃、没有双
臂的孩子，我带她去吃麦当劳，她小声对我说，自己从来没
想过可以去麦当劳，因为那是有爸爸妈妈领着的孩子才会去
的地方。可能是她太不好了，不配有爸爸妈妈吧。这个自卑
的女孩儿名叫江福英。

20xx年10月15日，我接到一位小姑娘的电话，“简然阿姨，
我好想看书!老师正在教我们写作文，如果我也能看看作文选
该有多好啊!”这个女孩儿名叫黄雅倩，是一名盲童。

20xx年，7000多个夜晚，我听着故事，不知不觉中也成为故
事中的人物，成为影响故事发生、发展的人。

胡军，我在恩施大山深处找了他四天三夜，他的故事引发了
全国听友的爱心热潮。在听众的帮助下，八年后的今天，他
以优异成绩完成大学学业，走上了神圣的三尺讲台。他的第
一堂课，我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倍感欣慰却泪流不止。他
的故事让更多山里孩子相信，就算身处困境，也要敢于梦想!



江福英，我们从麦当劳开始结下难解的亲情。十多年间，身
为孤儿的她在众多“妈妈”们不舍不弃的心灵沟通与爱的鼓
舞下，成长为一名优秀运动员。20xx年，在北京残奥会上勇夺
五十米蝶泳冠军，为祖国争得了荣誉!去年，她结婚了。我作
为妈妈出席婚礼并致辞。这一天，她终于相信：就算是一名
孤残孩子，也值得拥有幸福!

为了黄雅倩和她的同学们可以和正常孩子一样拥有阅读的权
利，我们发出了倡议：“用我的声音，做你的眼睛——为盲
童录制有声读物。”5年来，已经有全省百万志愿者加盟到志
愿服务中来。20xx年5月6日，30名盲童在志愿者的陪同下在上
海参观了世博会，受到了贵宾礼遇。这是世博史上第一次接
待盲童团队，引起全世界媒体的注目。我们让更多人关注到
社会对每一个平凡生命的尊重。

20xx年主持夜间谈话节目，披星戴月走夜路，有人说：“你
特别喜欢黑夜吧?”不，我喜欢光明。所以，当你倾听并参与
到这夜幕下的故事中，你不由自主地就踏上了与听众在黑夜
中携手寻找光明的路程。

20xx年，湖北广播电视台“简然·爱基金”宣告成立。作为
媒体人的我们不仅倾听故事、报道故事、追踪故事，更是故
事的参与者，是美丽梦想的缔造者。“不做旁观者，我是建
设者!”这是湖北媒体人的庄重誓言!

故事每夜都在继续，寻找光明的路我们要携手走下去!

好记者讲好故事演讲稿篇四

作为一名记者，采访了很多人,经历了很多事，下面是小编为
大家搜集的好记者讲好故事专题演讲稿内容，供大家参考借
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xx年夏天，我独自一人坐上南下的火车，去了福建一份都市
报，在那里开始了我的新闻旅程。

几年里，我时常在想：我们为谁怎样写作?有前辈告诉我，做
新闻就是做事，做事的根本是做人。

我们会很容易给出一个答案：做正确的人。做正确的事。正
确地做事。可是实践我们的答案，可能需要耗费一生的时光。

做记者，有人追求的只是一种谋生手段，有的人只追求一份
体面的职业。分歧在于内心。

我们是记者。显然，我们不是作家、不是教师、不是评论家、
更不是什么无冕之王……

做记者，几乎每天要研究选题，写作稿件，然后是每周，每
年。

要做一个好记者，我的强烈感觉是，一定要有长跑的毅力和
心理准备。

我们很多青年记者，包括我总是在询问：怎样成为一名好记
者?怎样写出一篇好新闻?

我想，这一方面能证明我们对于新闻事业的激动与热情，另
一方面也意味着我们面临最紧迫和焦虑的问题。

有时候我听到一些“诀窍”，有人推荐我们阅读一些范文，
更多时候，我被告知：去做，去写，去思考。然后告诉自己：
我这一篇比上一篇写得好。做新闻就像谈恋爱，唯有实践才
能抵达幸福。

我还听到一个关于阅读的“诀窍”，那就是读杰作，读伟大
的故事。好新闻就是一个好故事。好记者就是一个杰出的讲



故事的人。新闻与小说一样，都是故事，它们之间的本质区
别在于：新闻是真实的，小说是虚构的。那些伟大的故事会
告诉我们，将故事讲好是很值得骄傲的事……所有东西都要
回归到信仰。你相信什么，你就可能成为什么。

在通往信仰的道路上有无数条岔路，这时已不存在天赋、能
力或者运气的差别，关键在于你的选择。你选择了什么，你
就可能成为什么。

今天我想讲述的是一个普普通通打工者的故事。故事的主人
公叫李到信，驻马店西平县人，2019年从部队退伍后到深圳
打工当小区保安。今年2月15日，我接到一个采访任务，要求
马上赶往深圳，当我见到李到信时，我惊呆了，他浑身高度
烧伤，正躺在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与死神
做着顽强的搏斗。

今年2月14日中午，李到信所在小区一栋高层住宅突发火灾。
警报响起，正在轮休的李到信听到后，找到一个灭火器迅速
赶到火场，在他撞开房门的一瞬间，巨大的气浪和凶猛的火
苗一下子把他掀了起来，又重重地甩在地上，他爬起来再次
冲进烟火弥漫的房间，救出了两名已经处于半昏迷状态的业
主，并把自己的呼吸器让给了他们。紧接着，他再次冲进屋
内救人，就在这个时候，煤气罐发生爆炸，他瞬间被淹没在
火海中。

那一天，距他突入火海救人整整60天。李到信与死神搏斗
的60天里，我们采访组数次前去探望他。我亲眼目睹了他一
次次在“鬼门关”前痛苦地挣扎，也看到了他对生存的渴望。

李到信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小儿子才1岁，结婚8年，因为外
出打工，夫妻聚少离多。出事后，妻子于克敏把孩子抱到李
到信病床前，希望他醒来时能看到孩子。在李到信略微清醒
的时候，我们问他伤这么重，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还会去救
人吗?他说：“还救。”



4月29日，英雄魂归故里。因为我们的报道，整个河南、整个
中国都在传颂他的故事。当载着他骨灰的灵车缓缓驶近家乡
时，数万人打着“英雄一路走好”的横幅走上街头，迎接英
雄回家。

这个季节不会春暖花开，但我却想面向大海，因为记者梦我
做得太长久了，脚下坚实的土地已给了我力量。

曾经我是一名教师，想着传道授业解惑，与学生为友，但夜
深之时，总感觉有种未曾有过的力量催促自己去改变、去尝
试。正是这种力量支撑着我在繁重的教学之后，每晚与孤灯
相伴，在本科毕业多年之后，我坐进了向往已久的复旦课堂
里。早已不再年轻的我为了练好口语，将小石子放进嘴里，
所以当我在乌镇用流利的英语采访外国游客时，我知道一切
付出都是值得的。就如当初很多人不解地问我：当一名教师
不是很好吗?放弃一切重头开始值得吗?如今依旧有很多人问
我：放弃上海的一切，回到这里，会后悔吗?我只想说，对家
庭我有太多的愧疚，我需要做一些补偿;对事业，我有足够的
信心，在xx晚报这个全新的平台上，找到自己扎实的立足点。

喜欢做一名记者，只因为对于记者而言，每一天、每一刻都
是崭新的。每天一睁开眼，我想着：哦，又是一天，一个未
知的一天，这一天我又像往常一样出门，找选题、想角度、
做采访、写文章，这其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有可能中断、都有
不可预料的情况出现，我必须时时打起精神来应对、解决，
也许辛苦就在这里，挑战、诱惑也在这里。当一天结束时，
我会回想着对自己说：还行，这一天我把不可能的采访完成
了，我为报道找了一个很好的角度。发现自己对苦难还会感
动，对不平还会愤慨，对英雄还会敬佩。每天都会有新的挑
战出现，每天出门都有无数的未知等着我，只有做一名记者，
才会让我永远与麻木无关，永远与年轻相邻。我希望当一切
结束时，我也能对自己说：还行，我在记者这个行当里干得
不错，我写过的几篇报道至今还有人记起。



喜欢做一名记者，只因为自己是个理想主义者。在这个媒体
年代里，信息已变得触手可及，我们已不再仅仅是信息的采
集者，这早已不是我们的第一要责，我们都应该是理想主义
者，有理想者，才能先行一步。在这个媒体年代里，地球村
早已来到我们的身边，我们关注着巴以冲突，谈论着禽流感，
比较着卡米拉与戴安娜的风度，却常常忽视脚下的土地、身
边的民众，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只有借助于媒体的力量，
才能将他们的声音放大，用我们手中的话语权传递他们的声
音，是我们共同的理想。所以，我从早报来到了xx晚报。在
早报做财经新闻的时候，可以每次出入的是星级酒店，采访
的对象不是有钱的，就是有权的，却发现感动已离我越来越
远。回到这片熟悉的土地，看着每天从这个城市角落里升腾
出来的新闻：凌晨四点扫大街的环卫工、觉海寺前那张哭泣
的小脸、福海云天见钱不眼开的打妹、府南花园那对善良而
平凡的小店夫妇，都让我有种踩在地面的感觉。

晚报从创刊至今只有十年，从改版至今只有百天，也许我们
的声音还很弱小，我们的步履还不沉稳，但我们一直睁眼看
着这块土地，年头这块土地上的民众，因为我们相信，有理
想者，才能走得更远。

好记者讲好故事演讲稿篇五

我叫余__，是__市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率的一名记者。

今天在这里，我想和大家分享我的一段经历。那是我从事记
者行业8年来，最难割舍一段情结，也是我对爱岗敬业这一价
值观的全新认识。

那是在20__年的夏天，我们频率进行“走转改”，我领到的
任务是“走访留守儿童”，要求与被访的留守儿童同吃同住，
至少24小时以上。



说实话，这样的采访，以前我做得并不多。有时为了赶稿子，
一天要跑多个现场。不过，既然是“走基层”，那就得踏踏
实实，“把身子沉下去，把情感带回来”。

我去的那户人家，在肥西县高店乡邵庙村。家里有两个孩子，
是姐弟俩，姐姐上初一，名叫静静，弟弟叫称称，当时才4岁。

这户人家日子的艰难，超出我的想象。爷爷、父亲因病先后
去世，少了“顶梁柱”的家，也几乎坍了一半。母亲无奈外
出打工，家里只有年迈的奶奶带着两个孩子。

我去的时候，给姐弟俩带了些文具学习用品，还有几样点心，
虽说只是一份心意，但已让两个孩子欣喜的眼睛一亮了。

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小男孩称称的天真顽皮，和姐姐静静
的沉默少语，让我的采访很难进行，只能听着奶奶时不时的
念叼，从中拼凑起一些不完整的段落。好在静静很快接受了
我这个不速之客，支言片语中，吐露出她的一些意识和想法。
令我吃惊的是，这个13岁的孩子，已对自已的未来有了一个
执着的想法，她说，念完初中，可能就不念下去了，会像妈
妈一样，外出打工。因为，她要给弟弟挣学费。说到以后可
能上不了学，她流下眼泪。

听着这个懂事的姐姐这个“人生计划”，我先是震惊，继而
沉默了。我无法开导她。面对家庭的困境，这个女孩或许很
难有其他的选择。

第二天，我就要和这个刚认识的小朋友说再见了。我在她的
枕头下留下我的电话，还有200元钱。我真的希望能帮她一把。
后来，她真的打来电话告诉我说：“余姐姐，等弟弟上学了，
我想到外面去看一看。”

采访应当说是成功的，稿件《暑假里的留守儿童》也顺利完
成了。



可是，从那开始很长一段时间，我很害怕再去接触留守儿童
这个群体，因为采访免不了要问一些问题，而我最想知道的，
也正是这些孩子埋在心底，不愿说出来的。

敬业，并不只是愿意为工作花费时间和精力。敬业，应当是
对岗位的正确理解，发挥岗位应有的作用。我怜惜而心痛的
感受，或许没有错，但用这种情绪把自已包裹起来，而放弃
了记者应该有的责任与担当，这是失职。

记者，应当用心去听，用心去记，用心去写，用心，去鼓与
呼。

在之后的几年里，我又陆陆续续走过__很多乡村，去和留守
儿童接触、交流。我始终做一名观察者，一名记录者，记下
他们的忧愁与欢乐，记下他们的梦想与憧憬，当然，其间也
有孤独、无助、冷漠，甚至叛逆。

今年6月9号，贵州毕节发生4名留守儿童自杀身亡的悲剧。痛
定思痛，留给人们更多的思考：留守儿童的生存状况需要引
起全社会更多的关注，他们需要更多的关爱！

记者，应当站出来，为留守儿童大声疾呼。

我再一次走进留守儿童的家。这一次走访，我不再仅仅是探
寻留守儿童的心理状态，更多的，是把话筒递向他们的家长，
他们的老师，乡镇的负责人。我想知道，为这些孩子，他们
应该做些什么，做了些什么，打算做些什么。

令人欣慰的是，随着__的快速发展，乡镇经济的崛起，已有
越来越多的乡镇工业园、农业示范园、种植养殖场，吸纳了
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他们在家门口就业的机会越来越多
了。同时，全市乡镇实现了留守儿童活动室全覆盖，在这里，
留守儿童又有了一个大家园。



在这篇《__农村留守儿童心理状况调查报告》的连续报道中，
我在结尾处这样写道：“留守儿童的问题是不可忽视也不能
回避的。而要解决好这一问题，家庭、学校、各级政府乃至
全社会，都应该为这些孩子创造条件，共同撑起一把‘心灵
保护伞’”。

各位评委老师，我和留守儿童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最后我还想说一句，希望能为这些孩子撑起“心灵保护伞”
的人越来越多。说这句话，是我的职责所系。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