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陈晓婉

  年前，我与一位北京的同行
闲聊，她向我感慨：“山东的制
造业确实好，大机械小产品你们
都能生产。”去年11月，她参加
了美国费城交响乐团的首次访华
50周年纪念联袂音乐会，该乐团
50年前首次访华时，曾收到一份
珍贵的“国礼”，一面直径一米
三的铜锣。以当时的制作工艺，
制作这么大的铜锣非常难。而成
功打造出这面铜锣的，是淄博市
周村区的厂家。
  锣，在山东千千万万的工业
制成品中，可以说名不见经传。
但就是一面大锣，一笔别人不敢
接的订单，就能够让别人管中窥
豹 ， 为 山 东 的 制 造 业 竖 起 大
拇指。
  春节假期，我到周村采访，
制作“国礼”大锣的鲁东乐器厂
已经破产。几经探寻，我很幸运
地找到了乐器厂曾经的工人、非
遗传承人蒋义东。“当时，没人
能烧制出来这么大的锣，即便勉
强做出来，往往一敲就裂，没裂
的也谈不上音准。我们有技术，
有经验，有‘秘方’，只有我们
敢接单。”在蒋义东的描述中，
我深切体会到“产业基础好”不
是一句空话，这对山东的众多制
造业品类来说，是别人艳羡不已
的宝贵优势。
  十几年间，锣的制作工艺没
有变，市场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曾经辉煌的鲁东乐器厂破
产了，蒋义东成立了自己的小作
坊，继续从事铜产品的加工。在

与周村相邻的济南市章丘区，它
的铜响乐器产业更是实现了弯道
超车。
  章丘的金生源乐器厂，厂区
规模不大，却是全国铜响乐器出
口企业中利润率最高的。厂长范
育荣的父亲也是非遗传承人，老
手艺加持下的产品质量过硬。年
轻的范育荣则通过产品、市场营
销等多种创新，让中国铜锣找到
了与海外市场的结合点，在国外
市场站稳了脚跟，畅销全球50多
个国家和地区。
  我问范育荣，你们在海外市
场做得这么好靠的是什么？范育
荣说，一是靠产品质量，二是靠
销售渠道。与老一辈相比，范育
荣多了对市场的关注，一旦有新
品在市场上冒头，他就会第一时
间留心跟进。
  酿出好酒，再主动走出深
巷，自然不愁买家。这是范育荣
总结的生存之道，也是当前很多
企业出海闯市场的法宝。
  这次采访，让我感受到了鲁
东乐器厂隐退江湖的遗憾，也看
到了新一代企业家对产品和市场
的探索和创新。行业的发展有起
伏震荡，企业的发展有消退和初
生，但发展质效不断提升的趋势
没有变。
  做锣，只是全省41个工业大
类中很小很小的一个分支。但就
是在这样细如毛细血管的分支
中，在一个个或大或小的工业厂
房中，山东产业的发展质量在悄
然提升。这些发生在最基层的变
化，是全省高质量发展最鲜活的
注脚，需要我们去挖掘。

一面大锣“管中窥豹”

  □ 本报记者 王浩奇

　　春节期间，我和同事陈晓
婉、赵丰共同采写的“新春走基
层”稿件《船下的新年 船上的
新年》，通过讲述微山湖渔民赵
其芳一家的生活变化，反映了
“好生态与好日子”的主题。
  首次接触赵其芳，是在2024
年元旦前夕。在夜幕降临的微山
湖畔，赵其芳老两口质朴、爽朗
的笑声令人印象深刻。听赵其芳
讲，微山湖曾污染严重，鱼类、
鸟类和水生植物种类大幅减少。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如今的南四
湖流域水质已经稳定达到了Ⅲ类
水质，实现历史性突破。“小时
候的湖水甘甜，后来眼看着湖水
变浑变黑，如今终于又清澈起来
了，银鱼也回来了！”湖水的每
一点变化，赵其芳都看在眼里。
  这次“新春走基层”再次采
访，我们被老两口70多岁“再就
业”的经历吸引——— 一辈子以船
为家，以打鱼为生，上岸之后，
变成了湖上环卫工，不仅实现了
从“吃湖人”到“守湖人”的转变，
还将保护生态当作了谋生职业。从
靠水吃水，到靠水爱水，这些转变
发生在普通的渔民身上。
　　2014年以来，我每年都去微
山湖蹲点，关注湖区生态与普通

渔民生活，采写了《水小路窄，
渔村如何突围》《湖水清了，日
子红了》《一湖好水滋养湖鲜新
味》等多篇稿件。回望10年里采
访的那些人、那些事发现，生态
与生活之间的关系在悄然发生
变化。
　　生态直接影响百姓的钱袋
子。“渔民养殖虾蟹收入颇丰，
但水位、生态等微小变化就能影
响养殖业的效益，让大家挣钱挣
得不踏实。”2016年春节刚过，
我和同事深入微山湖高楼乡永胜
村采访，当时，村民靠养殖虾
蟹，一年入账十多万元，水对渔
民的影响十分直接：好水就能养
出好水产，好水产就能多挣钱。
　　2020年，在微山岛，年轻渔
民殷昭耀告诉我，他起初在微山
岛码头开小卖部，后来开渔家
乐，全村七成多村民像他一样做
起了旅游生意。
　　2022年夏天，我再次来到微
山岛蹲点，走进渔民殷茂席的渔
家乐店里，20张桌子坐得满满当
当。微山湖旅游区成为国家5A级
旅游景区后，来他小店吃饭的游
客增加了10倍。眼前的火爆令他感
慨：“一湖好水才是咱的金饭碗！”
　　一湖好水，让日子变得更可
持续、更踏实。

“一湖好水

才是咱的金饭碗”

  □大众新闻客户端记者 高广超

  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末集

•这也是生活》中写道：无穷的远
方，无穷的人们，都与我有关。我觉
得这句话用在“新春走基层”，颇为
贴切。
  “新春走基层”报道每年都
做，如何找到引发读者情感共鸣的
选题？煤炭作为重要的取暖和发电
资源，其稳定供应关乎国计民生。
兖矿能源大东章车站作为公司运输
网络的咽喉，每天有数以万吨的煤
炭在此集结，然后发往全国各地，
矿区各铁路200 多人坚守工作岗位，
为无数家庭送去温暖。于是，我聚
焦“守着万家灯火就是过年”的主
题，拍摄了《200 多人的别样春节》

和《开往春天的列车》。
  春节是家庭团聚的日子，而矿区
铁路职工却选择坚守岗位。我希望用
镜头记录这些人的工作，让他们的付
出得到更多人的关注和认可。
  除夕夜，车站灯火闪烁，机械
轰鸣，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
调度员紧盯着电子屏幕，精准地控
制着每一列煤炭车的出发和到达；
连接员穿梭在铁轨间，仔细检查每
一个连接点，确保每节车厢在运输
过程中的安全；司机们则手握控制
器，驾驶着巨型机器，进行煤碳装
卸作业。
  采访中，货检整备段队长告诉
我：“春节是我们最忙碌的时候，
虽然不能和家人一起过年，但看到
列车拉着煤安安全全运到全国各

地，让更多的人过个暖和年，心里
就感到满足。”他的话语简单朴
实，道出了所有坚守岗位职工的共
同心声。
  大年初一，我亲眼看见了铁路
一线工作人员为保供付出的努力。
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春节假期最
美的风景——— 责任与担当。凌晨两
点拍摄结束，当天中午开始剪辑制
作，大年初三发布《200多人的别样
春节》，取得较好的传播效果。
  于我来说，走基层就是通过具
体的小人物、小故事、小情感、小
细节，展示我们所处的大时代。记
者是关照人的职业，自带温度和暖
色。与基层“小人物”一起过春
节，他们身上的光亮，常常令人
动容。

保供一线，看见最美的风景
  □ 大众新闻客户端记者
    董婉婉

  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在国铁济
南局青岛站，我采访了一群坚守岗位
的铁路人。
  作为一座百年老站，身处青岛火
车站和青岛北站中间地带的沙岭庄
站，是目前青岛市区唯一一个运送煤
炭的火车站，肩负着青岛市供电供热
三分之二以上的煤炭运输。调车员是
在火车货运场编组车辆的工作人员，
春节假期，货运线上的工作比平时更
为繁忙，不少调车员在岗位上过节。
  采访之前，国铁济南局青岛站采
访对接人说沙岭庄火车站作为货运
站，相对比较封闭，日常采访并不多
见，调车员大多不健谈，希望我能够

充分沟通后再采访。
  采访当天，青岛刚下完雪。为了
保证能第一时间拍到煤炭取送车作
业，我跟同事提前到达现场，在寒风
中等了 40 多分钟后，远处的“小黄
帽”终于露出身影。此时，我跟同事
已经冻透了，而这对张涛、闫仲宇等
调车员来说，却已是家常便饭。
  朴实又乐观是我对他们的第一印
象。采访之前，我也预设了一些情
况，比如作业环境不好、采访对象不
健谈、聊不出“有用的话题”等。但
采访时，我发现他们是一群爱笑又乐
观的人。张涛笑着说，大家都习惯了
这样的工作，没觉得有什么辛苦的
地方。
  成稿的《铁轨上的“驭龙人”：
飞上飞下守护万家灯火》，虽然篇幅

不长，但采访过程中，我感受到了平
凡生活中的幸福。滚滚车流，万家灯
火，我们忙碌一天后，回到暖和的家
中，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常态。
而在货运站，守护千万家庭温暖的故
事每天都在上演，调车员工作是连续
性的，不分节假日的。
  守护往往发生在幕后，构成了社
会生活的底色。日夜交替，铁路人为
列车安全畅通运行保驾护航。春节假
期，张涛和同事们需要比平时更耐
心、更细心，每一天每一分钟都被
加速。
  稿件发出时正值除夕，张涛等人
正在值班，工作纪律要求值班作业不
能携带手机。收到我的新春祝福和稿
件链接已是一天过后，张涛说这是他
们收到的最好的春节礼物。

“朴实又乐观”的调车员

行走基层一线 记录奋进山东

  □ 本报记者 王健

  重点项目是推动高质量发
展 的 “ 稳 定 器 ” 和 “ 强 引
擎”。 1 月 23 日上午，我来到
2024 年山东省绿色低碳高质量
发展重点项目——— 算谷浪潮科
技园项目的施工现场，在热火
朝天的建设一线触摸山东经济
发展脉搏。
  新一代信息技术是新一轮
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
量，也是山东的“十强产业”
之一。算谷浪潮科技园项目由
部、省、市合作共建，是贯彻
落实数字中国、数字强省建设
的重大产业生态项目，项目建
成后，将助力“中国算谷”成
为国内领先的数字产业发展高
地、国际领先的先进计算产业
基地。
  如何挖掘有代表性的新闻
人物，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将主
题呈现出来？前期，我多次和
项目建设方沟通，讨论过聚焦
施工难点采访技术人员，讨论
过对话工地上的“夫妻档”反
映劳动者的坚守，也讨论过通
过 政 府 部 门 对 项 目 的 “ 保 姆
式”帮办服务体现山东的营商
环境……
  在施工现场采访时，中建
一局北京公司测量管理员杜艳
平的一句话吸引了我：“大楼
盖在哪里，我说了算。”我到
过 很 多 工 地 ， 在 “ 山 东 第 一
高”采访过钢结构班组组长，
在济南轨道交通 4 号线采访过盾

构 机 司 机……测 量 员 这 个 岗
位，我还是第一次接触。他们
给建筑定坐标，还要确定每个
墙体、柱子、门窗等的精确位
置，重要性可见一斑。算谷浪
潮科技园项目的云服务研发运
营中心，是个标准扇形，外侧
半径 164 . 9 3 米，不能有丝毫误
差 ， 他 们 更 得 反 复 定 位 、
测量。
  北斗卫星、全站仪、红外线
测量仪、墨斗……他们使用的工
具和设备中，有最前沿的科技，
有跨越数千年的传承，更有一线
劳动者的智慧。“你知道为什么
还要随身带着酒精吗？”测量员
杨全有得意地说，酒精兑到墨汁
里，天冷不容易结冰。遇到极寒
天气，墨汁会结冰，但为了不影
响施工进度，他们穿着厚厚的棉
衣，想方设法保证测量精度和
效率。
  到现场、到基层、到一线，
才能找到更鲜活的故事；跟采访
对象接触多了，他们才更愿意袒
露心扉：开始只是瓦工的杨全
有，通过不断学习，成为专业的
测量员；他的儿子是中科院自动
化专业的研究生，研究人工智
能，爷俩儿如今都在为新一代信
息技术产业贡献力量。
  看着默默奋战在建设一线的
劳动者，看着一个个拔节生长的
重点项目，让人觉得更有信心、
更有底气、更有干劲。随着重点
项目加速落地建设、投产达效，
我们高质量发展的势头会更足、
质效会更高。

算谷建设现场

触摸经济脉搏

  □ 本报记者 唐晓宁

  今年春节，山东文旅
市场有很多热点，其中
一个重头戏就来自乡
村。2024春节山东乡
村 文 化 旅 游 节 启 动
后，我深入淄博、聊
城、济宁、泰安四地
采访发现，乡村是民

俗文化资源富集地，正
悄然发生着变化。

  乡村保存传承丰富完整
的非遗文化，正成为百姓致富的
源泉。在聊城市茌平区贾寨镇，
我跟海二八宴大院负责人、聊城
市级非遗海二八宴代表性传承人
贾立峰聊起来，他说，以前这些
有好手艺的厨子们给村里帮忙做
海二八宴都是无偿的，现在来大
院做厨师都有工资拿，还不耽误
家里的农活。
  去年5月开张的海二八宴大院
生意很火爆，也给附近乡镇的采
摘基地引去了客源。贾立峰用板
子写上水果采摘基地的联系方式
放在大院里，把周边村庄葡萄、
梨、桃、苹果的采摘都带动了起
来。“过年，我还给附近的羊肉
铺和猪下货店铺介绍客人呢。”
“春节期间院里天天客满，每天
都要接待约400人就餐。”此外，
贾立峰还盘算着怎样把茌平的好

东西都带火，让附近的村民腰包
鼓起来。
  另一个明显的变化，是城里
人更乐于去乡村过大年了。今
年，山东各大古村古镇的“特
色过大年”活动多了起来，这
成为吸引城里人来一场年节乡
村游的原因之一。“往年大年
初一，常山庄村的客流量比较
少。今年村里多了很多好看好
玩的活动，春节假期第一天游
客就很多了。”负责沂南红嫂
家乡旅游区宣传工作的郑树平
分析。
  年味浓厚的乡村、独具地域
特色的年节活动，吸引了省内外
大批游客奔赴游玩。大年三十，
临沂沂南竹泉村精品民宿负责人
毛培娟忙着给来民宿过年的六个
家庭布置房间，其中省外游客占
了一半。她说春节期间民宿的平
均入住率达到90%，省外游客的
数量增幅在35%左右。“以前是
省内和临近省份游客居多，这个
春节有北京、上海、河北甚至是
东北的游客。”
  到乡村，寻年味，觅乡愁。
以乡村为主体的县域，作为山东
年节民俗文化“聚宝盆”，正成
为 吸 引 城 市 客 源 的 巨 大 “ 磁
石”，有效带动春节旅游市场城
乡互动。

到乡村 寻年味 觅乡愁

  图①：2月12日，在京杭大运河畔的枣庄市台儿庄古城，锣鼓敲响，彩龙飞舞，

丰富的民俗展演吸引大量游客。（□记者 卢鹏 通讯员 吉喆 报道）

  图②：省级非遗传承人蒋义东拿起木槌，敲响了店门口一面直径1米左右、手工

制作的大锣。（□记者 陈晓婉 报道）

  图③：春节假期，算谷浪潮科技园项目正加紧施工。（□记者 王健 通讯员 孟

宏伟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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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1 月25日起，大众日报·大众新闻客户端推出“新春走基层”全

媒体专栏，众多记者编辑行走基层一线，深入群众中间，用文字、短视频、图片

等不同形式，生动记录山东各地欣欣向荣、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景象，为强省建

设凝聚强大力量。

  “新春走基层”报道收官之际，我们编发部分记者“走基层、强四力”的亲

身感悟，带你感受来自记者第一视角的活力山东、奋进山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