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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是一项崇高事

业，当他们将生命融入这

项事业，新闻就成为一种

信仰。这种信仰不是空

洞的理想，必须付诸艰苦

的努力。他们把对新闻

事业的坚定信念融入新

闻工作的点点滴滴。

新闻在风口浪尖上，

他 们 在 风 口 浪 尖 上 。

2007年7月，我省淮河流

域发生大洪水。陈巍第

一时间赶到了现场，从王

家坝闸到蒙洼蓄洪区，处

处 留 下 了 他 跃 动 的 身

影。半个多月里，他经常

忘记吃饭，就饿着肚子在

大堤上来回奔跑。有时

又饿又累，实在无法支

撑，他就和抗洪官兵一

样，在泥水中和衣而卧。

可是，一听到紧急集合的

哨声，他又一骨碌爬起

来，抓起相机义无反顾地

冲过去……2008年2月 1

日，一场暴风雪造成合安

高速庐江段路面积雪结

冰，大约30公里的路上，

上千台车辆被阻，数千人

被困。陈巍得到消息，立

即向报社请缨，以最快的

速度赶往现场。由于道

路不通，他在冰雪路上整

整走了 30 多公里。那

天，他一直采访到深夜，

虽然外面寒风刺骨，但内

衣却湿透了。等到拍摄

完毕，他又摸黑赶到庐江

县委宣传部，找电脑向报

社发稿。

8 年多来，陈巍始终

牢记职责，不畏艰辛，一

心扑在新闻摄影上，坚持

把镜头对准基层一线和

普通群众，在实践中取得

了丰硕成果。他的摄影

作品曾获得首届亚洲新

闻摄影奖三等奖，多次荣

获安徽新闻奖，许多新闻

图片被新华社、人民日报

等中央媒体转发。为此，

他被新华社聘为签约摄

影师。

“让手中的摄像机带

着思想去拍摄”，周全报

对新闻事业执著追求，精

益求精。为了做到业务

精湛，本来中专毕业的他

一直刻苦自学，先后参加

安徽师范大学、中国传媒

大学远程教育，完成了新

闻学专科、本科学业。在

11年记者生涯中，他拍摄

的作品多次获得国家和

省级新闻奖。

同事们说，性格温和

的他对工作有股子“拧”

劲。2011 年 9 月 17 日是

第 11 个 全 民 国 防 教 育

日。周全报和记者代朋

飞赶到马鞍山拍摄一个

应急救援演练画面。按

照节目总体要求，马鞍山

只是全省的一个点，在播

出成片中只占很小的分

量，但周全报依然十分投

入地拍摄。警笛还没拉

响，他就爬上炼油厂办公

楼的楼顶，俯拍演练现场

的全景。几分钟后，消防

车陆续赶到，他又冲下

楼，来到第一线。高压水

枪把衣服打湿了，他全然

不顾，中景、特写、全景，

推、拉、摇、移、跟，一丝不

苟地拍了一个多小时。

代朋飞不解地问：“周老

师，要不了那么多画面，

你这么拼命干嘛？”周全

报一句话没说，只是露出

了招牌式的微笑。

也许在有的人看来，

他们付出与得到的完全

不成比例，但正是这种

“傻气”，体现了新闻工作

者对党和人民的庄严承

诺。

对于新闻作品，在许

多人的印象中是用笔和

镜头完成的，他们却是用

生命来完成的。

他们用生命阐释了

“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

近群众”，“走基层、转作

风、改文风”的真谛和价

值。这样的生命必将在

对新闻事业的崇高追求

中走向永恒！

在新闻事业的追求中永生
——追记我省赴疆采访因公殉职记者陈巍、周全报

星报讯（记者 吴笑文） 牛是

“活”的，湖水里有仙女在游泳……

传统黄梅戏与现代科技 3D 的“嫁

接”，使我国首部3D黄梅戏舞台剧

《牛郎织女》每一次演出都获得好

评如潮。文化与科技元素碰撞擦

出的新“火花”，已经点亮了传统的

文化产业。

作为传统艺术，戏曲要传承下

去，必须根据时代的发展进行适度

创新。拥有多年舞台表演经验的

安徽省演艺集团副总经理、安徽省

黄梅戏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蒋建

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传统的

继承与弘扬须借力现代高科技，两

者的完美融合是我们努力的方

向。”据了解，继3D版《牛郎织女》

后，省黄梅戏剧院还会将《打猪

草》、《贵妃醉酒》等50部传统戏曲，

拍成3D数字影像作品。此外，安徽

省演艺集团与东上海国际文化影

视集团联合出资打造了多媒体杂

技剧《天仙情缘》，并将在美国演

出。

现代科技的发展和应用，在不

断衍化出科技消费产品和服务的

同时，也无时不在塑造和影响着人

类文化的内容与形态。记者了解

到，继“印象系列”实景演出确定落

户九华山之后，将于2013年5月完

成的类似于“印象·刘三姐”大型山

水实景演出项目也已落户安徽寿

县境内。此创作团队的相关负责

人介绍，楚文化、淮南王、徽文化就

是这部戏的一个组成部分，作品将

以中国传统美学文化认识为核心，

汲取中国古老的历史脉络和文化

精髓，为观众讲述一个美、家、国的

古老传说，展现中国所特有的大抉

择、大智慧、大情怀。

传统“嫁接”科技 3D版黄梅戏“摸”得到

记录两位年轻记者的生命故事，最好的也许不是文字，而是他们背扛器材奔波在戈壁高原上的影像。他们的生命将永

远定格在“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的征途上，并在他们对新闻事业崇高追求而留下的画面中永生。 ——题记

他们肩负使命，向着新闻出发，以

火热的青春记录生动的画面。

他们采访路上，如山巍然倒下，让

亘古的高原铭记不朽的英名。

陈巍，男，1981年生，安徽日报摄影记者。

周全报，男，1979 年生，安徽广播

电视台新闻摄像记者。

他们在路上，话都不多，一切都让

画面说了。定格或流动的画面上，记

录着安徽援疆的大事小情，讲述着普

通百姓的生活冷暖，流露着丰富的内

心世界，表达着执著的新闻情怀。

他们跨过千山万水，穿越茫茫荒

漠，一路追寻着新闻。5月10日，他们

参加我省主流媒体赴疆新闻采访团，

前往新疆和田地区及皮山县，执行我

省援疆建设采访任务。

16日下午4点多钟，经过 10个多

小时，400多公里跋涉，采访团一行抵

达平均海拨4500米的小镇赛图拉。

长途行车把他们骨头都快颠散架

了，高原缺氧又让他们大口大口喘

气。可是，他们下车的第一件事，不是

休息，而是工作。他们乘着自然光线，

争分夺秒拍摄画面。

为了取得最好的拍摄效果，周全

报扛着沉重的摄像机，手脚并用爬上

了车顶，俯拍一幢幢整齐的牧民安居

房。陈巍端着照相机，在建设工地上

搜索画面，等工地跑完了，又到牧民家

里，与他们拉起了家常。

当晚，采访团一行就在牧民家中

住宿。对他们来说，这就是工作，以苦

为乐早已习惯。

在陈巍的微博上，自5月 11日起

共发了9条微博。他在15日的微博中

笑言“三天没洗澡了”。最后一条微

博，发于17日7时59分。他每天都惦

记着家里怀孕4个月的妻子。

17日早晨，浑身疲惫的周全报对同

事说，他高原反应有些严重，头疼得很

厉害。记者奚源劝他：“你今天就不要

干活了，好好休息吧。”他没有答应，吃

力地扛上摄像机，跟着采访团出发了。

“我们最高海拔到了 5380米，在

那个高度，周全报的身体已经很难受

了，只有不停地吸氧……”奚源随手拍

下周全报的最后一张照片，就是刚干

完活的他正在大口吸氧。

17日中午，周全报和妻子通了最

后一次电话，他说：“头很疼，就不多说

了。”此前，他收到妻子发来的手机视

频，刚出生6个月的宝宝笑得很甜。

下午4点58分，时间定格，高原阳

光依然灿烂，喀喇昆仑山静默无言。

一场交通事故夺去两个年轻的生命。

生命不息，拍摄不止。事故发生

前，陈巍一直在拍照，最后一刻，他按

下了快门。那一瞬间，画面全是黑的。

“一开始周全报还有意识，在车

上，我断断续续地听清了他说的话，第

一句话是：‘其他人怎么样？’第二句

是：‘摄像机在哪里？’”奚源泪流满面。

这是一次用生命完成的采访，竟

以如此悲壮的结局画上了句号。

从 5 月 10 日至 17 日，在新疆采

访期间，他们每天工作 10 个小时以

上，累计行程3000余公里，深入援建

一线，记录一个个真实感人的新闻

现场，发回一篇篇生动鲜活的新闻

报道，受到我省有关方面和当地各

族干部群众的一致好评。

他们短暂而无愧的人生，是为新

闻而来。他们揣着新闻理想，奔走在

路上，以生命践行了“走基层、转作风、

改文风”精神。从淮北江南到戈壁大

漠，鲜活的新闻永远在一线，他们的镜

头始终聚焦第一现场。

“5月14日一大早，记者跟随我省

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专家组成的找水

队，前往新疆皮山县的巴西拉克地区

（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找水。”陈

巍的同事鲍亮亮在新闻中写道。随着

渐渐深入大漠，找水队乘坐的皮卡车

不时陷入沙中。最后，路况越来越差，

皮卡车无法前进，记者和找水队员只

好徒步进发。陈巍顶着沙漠正午毒辣

的阳光，全程跟随拍摄。为了抓住一

个镜头，他趴在滚烫的沙丘上，耐心等

待着拍摄时机。中午，他在沙漠中跟

找水队一起吃午饭，一口炒饭一口凉

水，与队员们谈笑风生。几个小时下

来，他的皮肤已被烤得通红，但脸上始

终洋溢着开心的微笑。

“摄像机就是我们手中的枪，和当

兵的战士一样，再苦再累，都不能轻易

地丢下”，这是周全报生前说的话。这

次援疆采访出发前，同事们建议他丢

掉笨重的大摄像机，带上轻便的小型

摄像机。他婉拒了同事的好意，不仅

扛着十来公斤的大摄像机，还拎上五、

六公斤的专业三角架。“这样拍下来，

画面才有保证。”在新疆采访期间，他

一直坚持使用三脚架拍摄。不到一米

七的他，拖着沉重的摄像器材，艰难地

行走在沙漠中。每次拍摄完毕，他都

默默收好设备，准备下一次出发。

优秀的记者都有同样的品质。“如

果你拍的照片不够好，那是因为你靠得

不够近。”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这句摄影

名言是陈巍、周全报共同的座右铭。

“陈巍经常说摄影记者就像在战

斗，我们要离战场近一点再近一点，为

了拍摄更好的画面，爬上塔吊、下到矿

井、跳到水中、伏在田野……他是我心

中的榜样，他做到的很多事，我们可能

一辈子都做不到，”同事杨竹沉痛回

忆，2006 年，陈巍策划了“空中看安

徽”大型航拍报道，他不顾自身安危从

空中拍摄的许多图片，在社会上产生

了广泛影响。早在济南军区空军航空

兵某部服役期间，陈巍就曾荣立个人

三等功一次。2006年5月29日中午，

陈巍等记者在宣城宣州区采访途中，

看到一名中学生遭遇车祸，生命垂

危。陈巍等记者立即停车救人，将重

伤学生送往医院，使之脱离危险。

他们冲向第一线，不是孤胆英雄

的义气，而是强烈的责任感使然。记

者张笑峰与周全报合作多年，印象最

深的一次是2003年在霍邱县夜查假

冒农资的采访经历。午夜时分，造假

窝点大门紧闭，里面传来阵阵犬吠，

查处和采访都陷入僵局。这时候，周

全报不顾自身安危，和几名执法人员

一起，背着机器翻过高墙，潜入大院，

在恶犬环伺、不法分子虎视眈眈下，

他第一时间拍下大量造假现场的音

像资料。

现场是抵达真相最近的地方，也

是抵达心灵最近的地方。他们像勇猛

的战士，向着新闻一线冲锋，在捕捉新

闻中实现了人生价值，充分彰显了安

徽新闻工作者的精神风貌。

冲锋在新闻一线

生命定格在路上

当新闻成为信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