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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 村 记
读懂活生生的乡土中国。

①①2017年7月，白慧磊（右二）与永和县阁底村支

书赶赴县城早市卖香菇。

②2021年7月，凌晨时分，《山西农民报》编辑记者

在大同市云州区吉家庄帮农民摘黄花。

③2022年7月，杨晓青在河曲县榆岭窊村采访大

棚西瓜种植情况。

④2018年7月，裴彦妹（右一）在大同市云州区住

村时与农民唠嗑。

⑤2017年7月，何海亮（中）在壶关县岭东村住村

采访。

山西农民报社供图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余向东
山西农民报记者 金建强

今年7月9日，山西农民报社全体采编人员一行
20 余人，住进了长治市屯留区小南村的农家院。次
日清晨 5点多钟，公鸡叫响“起床号”。夏日，村民们
通常要趁着天气凉快早早下地，记者们也纷纷起床，
按照之前分成的小组，去往周围 4 个乡镇、街道的 8
个村子。

这天，记者们蹲地头、进大棚、入农户、访民情，
直到晚上 8点多钟，现场采访还在持续。动作快的，
已在报社的多个新媒体平台发出文字、图片和视频
报道。7月23日，《山西农民报》推出16个整版“住村
采访特刊——走进屯留看振兴”，多角度、立体化报
道了屯留区推进乡村振兴的经验，报道有力度，文字
有温度。屯留区委有关负责人说：“你们这批记者的
稿件是直接从农民群众那里挖出来的，是亲手从土
疙瘩里刨出来的，有说服力、感染力。”

《山西农民报》是新中国第一张农民报，1949 年
10月 20日创刊。诞生于革命热土，如今，《山西农民
报》扎根“三晋”黄土地已有 75 年。自 2016 年“五年
脱贫攻坚战”开启，山西农民报社从社长、总编辑到
编辑、记者便开始“住村采访”，每年指定主题、敲定
时间、划定区域，要求“全员住村”“全员采访”“全员
见稿”。

涉农媒体记者下基层采访，交通线路长、采访难
度大，他们就是离土地最近的媒体人。而山西农民
报的负责人认为“这还不够”，住到村子里去，住到农
民家里去，住热炕头、吃农家饭、干干农活，会有不同
的情感融入，会写出不一样的作品，会掂量出媒体人
的责任。

住到村里去

2023 年五一劳动节，山西农民报社社长米厚民
带着年轻记者柳飞从太原出发，驱车赶往黄河岸边
的大宁县，采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太古镇乐堂村乡
村医生贺星龙。

走进贺星龙家门时，他正在吃午饭。赶巧手机
响了：“星龙，我肚子痛，很难受，你过来给看看。”打
电话的是太古镇云上村村民冯还贵，73 岁的老冯是
贺星龙记挂在心上的“老病号”。

放下碗筷，穿上蓝夹克，挎起行医包，贺星龙大
步流星走向“行医车”，米厚民他们顾不上寒暄，一同
踏上了出诊之路。

山路崎岖。到下午两点半，掀开冯还贵家的门
帘时，老冯正倚靠在床沿上。看到贺星龙来了，他紧
蹙的眉头稍见松弛。贺星龙仔细诊断后说：肠胃
发炎。

诊断、开药、治疗，贺星龙成了守护乡亲们健康
的一道防线。他服务着周边 20 多个村子的 3000 多
名村民，大多是上了年纪、出门不便的老人。每家每
户住在什么地方、哪条路途最好走，他都一清二楚。
新冠疫情肆虐的日子，贺星龙及时挽救过十多个老
人的生命。

这天下午，记者跟随贺星龙巡诊，为 5名患者送
医送药，一直穿梭于山岭沟壑间。路途中交谈聊天，
双眼“抓拍”的一幕幕场景，更是感动着记者。日落
时分回到村卫生室，记者开始在笔记本电脑上敲打
鲜活的新闻稿《随乡村医生贺星龙出诊》。

对于米厚民、柳飞来说，如此高效、接地气的采
访活动，不过是山西农民报多年来寻常的一次“下
基层”。

时间拉回到 2016 年，党中央号召部署全面打响
“脱贫攻坚战”，脱贫任务较重的山西省，“五级书记”
抓扶贫，各级党政部门领导下基层，东西互助、企业
帮扶、“驻村工作队”全覆盖。

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各级政府的工作主线，就是
媒体报道的主题；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宏大叙事与乡
村故事，更是涉农媒体的“责任田”。媒体记者能不
能驻村呢？

山西农民报社时任领导班子成员王涛、米厚民、
刘桂梅等坐下来合计：报社人手紧、宣传报道任务也
重，长期驻村不行，但是短期的住上一两天是可以
的。扑下身子，到脱贫攻坚战的前沿一线去，真正沾
上土气、接足地气、夯实底气，才是媒体记者的坐标
定位。

报社全体编采人员达成集体约定：“住村采访”，
向边远乡村进发，向贫困地区进发。有一个“硬性要
求”，编辑记者住村采访离开时，一定要给农民缴伙
食费，一定要体现“农报属农”的属性和“敬农爱农”
的素养。

还有一些“原则上”的规定：
原则上，住进贫困县的贫困村，像“驻村工作队”

一样；
原则上，住村集中在6-8月份，天热才是考验，关

键是在夏收与秋收之间这个时段，便于把握全年农
情进展与乡村发展现状；

原则上，记者当然要写稿，鼓励写日记、做深度
报道或调研报告；

原则上，伙食费 100元不少、200元不多，如果农
民拒收，就买上一些土特产，表达一份心意；

原则上，有一种采访叫“住村”，是一种嵌入式、
植入式、浸入式采访。把镜头对准百姓，把版面留给
农民，坚信最好的故事永远在脚下，坚信接地气的报
道才有温度。

《山西农民报》副总编刘桂梅说，住村采访以来，
报社每年确立一个采访主题，记者“沉下去、蹲到村”
之前，要事先吃透相关政策精神，明确需要采访的

“清单”。
九年间续航初心，深入山庄窝铺、农家院落，和

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山西农民报的编辑记者先后
走访了山西右玉、兴县、安泽、沁源、岚县、左权、武
乡、云州区等 59个县市区的 101个村庄，集体或分头
住村采访累计天数超过 240 天，行程超 8 万公里，采
写了大量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好作品。除主题
采访之外，还发现了大量沉睡在乡村的好线索，意外
抓到大量“活鱼”。

山西农民报的编辑记者们见证了全省58个贫困

县全部摘帽、7993个贫困村步入小康队列，记录了全
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带来的乡村巨变。

土炕、小米粥、四合院

2017年 6月，记者杨晓青来到柳林县吴村采访。
夏季的山乡，生机勃发，石头缝里开满了小花。就像
日常晚餐后去公园散步一样，杨晓青与驻村第一书
记行走在村头乡野，聊着吴村的前世今生与未来走
向。她也了解到，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每年有350
多天扎在村子里。

杨晓青深有感触，只有住下来，才有心思、有功
夫去细心品味思考，“乡村干部、驻村干部就像是石
缝里的小花，守护陪伴着乡村土地与父老乡亲。他
们扑下身子开拓新产业，为贫困山村铺开新路径。
我们记者，应该成为其中的一份子。”

记者下基层，不仅仅是采写新闻稿件。如果你
自带有诗情诗意，满眼都是诗和远方；如果你有一颗
海绵心、探索欲，处处可以收获鲜花与果实。

2016 年 6 月，记者张美丽在阳高县大泉山村采
访，晚上和 74 岁的贫困户郇桂英老人同住一条土炕
上，听老人拉家常：郇桂英一生命运多舛，老伴钱巨
因脑出血做了开颅手术，基本丧失劳动能力；儿媳妇
因病去世，欠下十几万元的外债；二孙女罹患先天性
心脏病，12 岁时不幸在她怀里离开人世……郇桂英
坚强地撑起这个家，在当地扶贫干部帮助下开起农
家乐，当上了村里的保洁员。讲到动情处，张美丽陪
着老人一起哗哗掉眼泪。

结合白天在村子里的采访，张美丽在思考：长期
贫困有诸多原因，而老百姓挣脱贫困的强烈愿望、追
求美好生活的向往，已经使上上下下拧成一股绳。
脱贫攻坚战真的是一场硬仗，既要加大“输血”渠道，
也要增强“造血”功能。

事后，郇桂英对人说：“这报社记者坐在咱家的
土炕上，又讲政策又交心，不像是城里人，像咱自家

闺女。”自此二人结缘，彼此牵挂，时常电话问候。
2023 年 12 月 6 日，张美丽第三次来到大泉山

村，已经 81 岁的郇桂英喜出望外，拉住她的手不愿
松开：“闺女，现在日子好哦，给你算算我家今年的
收入账……”

临走时，张美丽掏出 200 元钱，硬塞给了郇桂英
的老伴钱巨。钱巨将一个大红苹果摁在张美丽手
心：“闺女，路上解渴吃。有空就来家住上几天。”

从小在城市里长大的记者裴彦妹说：“这些年的
住村采访，现在回头看，当时怎样爬山过坎、辛苦疲
惫，都化作了成长路上盛开的鲜花、收获的果实。”

2016 年，裴彦妹第一次住村采访是在岢岚县坪
后沟村。她本想住在采访对象家里，可采访对象全
家5口人，只有一张土炕，只好住到村委会。2018年，
她到平顺县井底村采访，住在了老乡家里，单人床的
大房间，老乡给做的早餐，粘稠的小米粥，加上土豆
丝、咸菜丝、肉丝。2023年，去临县看乡村振兴，又住
在老乡家里，这次住的是别墅一样的四合院。

几年下来，职业新闻人的成长过程，伴随着贫困
乡村的蜕变历程。记者赵跃华深有感触地说：“涉浅
水者得鱼虾，入深水者得蛟龙。真正是对脚力、眼
力、脑力、笔力的考验。”青年记者史晶雯说：“每一次
住村自己都有不同收获，走基层的新闻自带温度。”
九年来，通过住村采访这种独特的方式“墩苗”“练
苗”“壮苗”，先后有10余位年轻编辑记者在省内外多
项新闻评比中获奖。

山西农民报原任社长王涛总结：“住村采访，让
我们读懂活生生的乡土中国，让我们培养起与普通
百姓的朴素情感，也提升了我们的人员素质与新闻
品质。”

今年起，山西农民报“原则上”不再要求记者住
村。曾经的贫困地区，如今无论是交通条件还是农
民家的生活条件都已大大改善，已经达不到“苦其心
志、劳其筋骨”的住村效果。但是多数记者还是主动
住村采访，作风已经养成，风气已然形成。

“农民朋友圈”

全长713公里的古老汾河，作为黄河的第二大支
流，横贯大半个山西省。汾河两岸，黄河东岸，曾经
的皇天后土，作为中华民族农耕文明重要立足立基
之地，盛产小麦、土豆、小米、大麦、高粱等旱地作物，
山西省五谷丰盛，是个农业大省、“土特产”大省。然
而，长期对外输出资源，加之干旱少雨的气候条件，
山西向农业强省迈进，需要持之以恒的努力。

习近平总书记 2020年 5月在山西省考察期间来
到大同市云州区有机黄花标准化种植基地，步入田
间，察看黄花长势，希望当地干部群众把黄花产业保
护好、发展好，做成大产业，做成全国知名品牌，让黄
花成为乡亲们的“致富花”。

2021年 7月，正是黄花收获时节，山西农民报社
编辑记者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来到吉家庄，集体住村
采访、体验摘花作业。

摘黄花，要抓住天亮前那一个时辰，花朵清香带
露、鲜嫩得很，天一亮，它就会耷拉下脑袋。那天凌
晨 3点半，头顶星星、脚踏露水、肩背箩筐，山西农民
报的记者们便跟随农民一起下地了。夜色中蚊虫飞
舞，直往人身上扑，看看周围辛勤劳作的农民，大家
没有叫苦，一直干到天亮。

收工后，记者展开现场采访，有人用短视频记录
黄花采收、装运的全过程，及时线上传播，也有记者
将自己刚刚采摘的黄花买走。《山西农民报》随后推
出 16 个版的住村特刊，对云州区黄花产业和小康建
设成就进行了全方位报道。

黄花种植在大同有600多年历史，是当地主导产
业。近年来，在龙头企业、合作社的引领下，黄花产
量品质稳定，销路和价格也有保障，带动农户人均增
收 5000 多元。山西农民报社动用全媒体工具，利用
报社组织的各类线上线下活动，大力宣传推介，助推

“小黄花”成为“大产业”。

人心换人心，没有弯弯绕。九年的住村采访，让
山西农民报的编辑记者们交了一大群农民朋友，每
个人都有“农民朋友圈”。基层党员干部亲切地称呼

《山西农民报》为“咱报”。
“朋友圈”里，传扬着许多故事趣闻——
2017年 7月，记者何彩仙、柴俊杰等结束住村离

开平顺县时，房东坚持不收伙食费，他们购买了1000
多元的土蜂蜜、核桃等农副产品扛回来。

2018年 8月，记者白慧磊在永和县阁底村住村，
凌晨5点钟去大棚和农民一起摘香菇，又与村支书张
风林一同赶往30公里外的县城早市上叫卖。他发挥
记者能说会道的优势，一个小时售罄。

2019年3月，米厚民自带行李到古交市刘庄村住
村，一连五天都在农民刘米焕家吃派饭，临走时主动
支付700多元的伙食费。回到报社后，他又在报纸和
新媒体平台帮助村里刊登种苗信息，联系电商网上
销售。

记者刘雅连续六年在左权县住村，熟悉她的当
地干部群众到太原办事，经常到她家里坐一坐，有事
会找她商量帮忙，同事们打趣“刘雅的家，成了左权
驻太原办事处”。

把农村作为编辑部的“责任田”，把农民拉进“朋
友圈”，报社建立了庞大的“农村库”“农家链”“农民
网”，与农民交上真情，攀上了“亲戚”，为做好新闻报
道见到真人、听到真话、访到真事夯基固本、积势
蓄能。

山西农民报在服务基层、开门办报路径上不断
走深走实，组建了乡村振兴专家团，开办“乡村振兴
大讲堂”，倾力打造“乡村振兴地头云端融”，全力推
行面对面服务、专业化服务、菜单式服务，精准为群
众送科技、送信息。

米厚民说：“我们用自己微博之力助力‘三农’，
赢得了基层群众的信任。”而来自基层的信任支持，
正是“三农”媒体人的力量源泉。

写作就像种田，得接地气

涉农媒体记者的每一次采访活动，都是下基层
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下基层调查研究，下基层
了解社情民意，下基层现场办公。

“小人物，接地气，暖新闻，正能量”，是山西农民
报的办报宗旨与报道定位。王涛说，一张涉农党报
的最大优势是宣传主阵地，是社会公信力，是乡村认
可度。山西农民报从政治高度、专业深度、新闻锐
度、民本温度上，追求新闻与媒体人价值；从吃透上
情、悟深农情、厚植情怀上，培养记者队伍。

住村采访，只是山西农民报深度践行“四力”的
实践之一，现已结出累累硕果。相继推出“走近贫困
村”“向第一书记致敬”“易地扶贫搬迁”“走向我们的
小康生活”“走进云州看小康”“抓党建促基层治理能
力提升”“乡村行、看振兴”等主题的一批住村采访特
刊，以小切口反映大主题，以小人物折射大时代，以
小故事反映大成就，以小视角展现大情怀，真实记录
了山西农村发生的巨大变化。

山西省委宣传部印发的《新闻阅评》介绍该报住
村采访的做法：“拜群众为师，向群众学习，走出了一
条新闻团队践行‘四力’的好路子。”“一个人甚至两
三个人蹲点采访经常见，但一个团队社长总编带头
蹲点采访不多见；一家报社搞一次轰轰烈烈的下乡
采访活动经常见，但像《山西农民报》这样扎扎实实
住村采访没见过。”

中华全国农民报协会负责人认为，“三农”媒体
要体现“为农民说话，让农民说话，说农民的话”的价
值观，山西农民报做到了。既保持了传统媒体的优
良作风，又是新时代服务基层的积极探索，在全国农
民报系统树立了标杆。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以《每名记者都有个“农
民朋友圈”》为题，总结报道山西农民报的住村采访：

“吃农家饭，干农家活，吃得农民的苦，写出来的才不
是一串串成绩数字，而是农民生活变化之后的真切
精气神。”“带着问题，长于思考，透视更远更深，使践
行‘四力’不仅是一门记者必修课，更能发挥出为基
层解难、为百姓去忧的价值。”

与时俱进记录伟大时代，开门办报践行担当使
命。近年来山西农民报在变中求新、求进、求突破，
积极主动挺进媒体融合主战场，建成“一个中心、三
个平台、五个新媒体公众号”的融媒体传播矩阵，形
成一套“平台+新闻+政务+服务+商务”发展模式。

2023年6月15日，山西农民报“乡村振兴地头云
端融项目”成功获评国家新闻出版署全国第三届中
国报业深度融合发展创新案例，这也是山西省第一
家入选的创新案例。

山西农民报受人称道的新闻实践并非个案。从
脱贫攻坚战步入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全国

“三农”主流媒体胸怀大局大势，守初心、担使命、走
基层、察农情，在领悟思想伟力中打开“三农”舆论宣
传新天地，当好新时代“三农”的传播者、记录者、推
动者、守望者，书写出大量有筋骨、有温度、有内涵的
新闻作品。

脚行万里眼自开，思如大江笔如锋。“好新闻是
跑出来的”“好新闻永远在基层”“好记者都是铁脚
板”。把农民报人的情怀深深扎根土地，山西农民报
的“住村采访”还在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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