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切实增强采编人员的采编
专业能力，辽源日报社长期进行青
年沙龙学习活动，以“传帮带”的形
式，加大对青年采编工作者的培养
力度。以守正创新为原则，锻造一
线采编宣传队伍，全力培养和打造
一支适应新时代、新任务、新要求
且本领过硬的专业新闻采编宣传
队伍。

辽源日报社定期进行学习培
训活动。由辽源日报社资深高级
记者、编辑为青年采编工作者传授
工作经验。相继开展“新闻写作”

“消息标题的几点感悟”“继承与创
新——采写新闻需要注意的几点
问题”等主题培训。老记者、老编
辑们用最浓缩和通俗易懂的语言
讲解最专业性的新闻知识和问题，
并且结合工作实际案例生动、直观
地展示了采编一线工作中常遇事
件的处理方式。老记者、老编辑们
还与青年采编人员分享自己多年
从事新闻采编工作的经验和心得
体会。青年采编人员通过培训活
动都收益满满，他们从老记者、老
编辑的讲述中得到了启发、引起了
共鸣，学习到了他们对所从事专业
的钻研精神和敬业精神。青年采
编人员还在新闻采编专业知识的
学习中查缺补漏，让自己的基础更
加扎实。现将三位青年记者学习
心得分享给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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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辽源日报社组织的 2019
年度《新闻专业培训课》已全部
结束，让我印象深刻并且受益
匪浅。培训课程由辽源日报社
业务过硬的几位老记者主讲，
他们在讲解专业知识和工作要
领的同时，还与年轻一代的编
采人员共同分享了自己宝贵的
工作经验和心得，以切身采访
为实例向新记者们生动地讲述
了该如何创作出优秀的作品。

这次培训是辽源日报社领
导为了提高一线的年轻记者和
编辑的业务水平，提升新闻工
作者的专业素养，营造报社全

体干部职工积极学习氛围而开
展的。学习机会难得，学习效
果更是显著，每堂培训课程都
仿佛让我重新回到了学校课
堂。

在培训课上，李志民主任
主讲的《继续与创新——采写
新闻需要注意的几点问题》，以
一名老记者的自我要求与素养
为切入点，为我们传承了记者
这个职业的职责与操守，让我
认识到记者并不只是一份职
业，更是一份责任担当。宋义
泽主任的《努力实现当名记者
的梦想》课程，让我们对自己有
了更高的要求，明白了该如何
做一名优秀的记者，应该努力
写出有吸引力、有影响力的文
章。张庆春主任所讲的《消息
标题的几点感悟》课程，更是以
一名多次获得新闻奖的优秀老
记者身份，和我们分享了他的
写作经验和起题思路、选题技
巧。为我们写好稿件打开了新
思路，也增强了写作的兴趣和
自信心。

第四节课也是让我印象最
深的课程，是由孙晓慧主任主

讲的《新闻写作》。课程内容是
满满的“干货”，为我们快速总
结梳理了新闻写作的相关知识
和技巧，在查缺补漏中让我们
基础更加扎实。深入浅出地与
我们重温了新闻写作的要点和
避忌，结合工作实际的案例生
动直观地展示了一线工作中常
遇事件的处理方式，加深印象
的同时也让我们学到了不少的
经验教训。

这几次的培训课程，让我
重新审视自己工作状态中的不
足。不应以忙碌为借口减少学
习和自我提高，应把每次工作
都当成自我突破和成长的机
会。学习是永无止境的，不能
浪费辽源日报社领导组织的专
业培训机会，我会继续抓紧学
习和自我提高，认真学习、努力
工作，时时不忘记者担负的行
业职责和操守，做一名合格的
辽报记者。

传承“辽报精神”，做一名称职记者
本报记者 刘红娇

立身百行，以学为基，好学才能
上进。作为一名处在当今这个日新
月异时代的新闻人，我们更要时刻抓
紧学习，及时充电、提升自我。唯有
如此，我们才能跟上时代前进步伐、
跟上事业发展需要。学习需要有好
的平台，需要有好的学习对象。好的
学习平台犹如上进的阶梯，好的学习
对象则恰似助推你爬上阶梯更高处
的重要力量。为了推动和引导辽源
日报社员工更好地学习，辽源日报社
领导班子决定每周抽出一定时间，在
固定场所由辽源日报社老同志给员
工讲课。这样的举措搭建了员工学
习的好平台，帮员工找到了学习的好
老师，体现了辽源日报社领导班子对
学习的重视、对员工成长的关注、对
事业发展的负责。

对于一个家庭而言，家有一老，
如有一宝；对于一个单位来讲，老同
志也是极为珍贵的财富，是推动单位
事业发展的重要资源和重要力量。
通过几次学习，我不但对单位老同志
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而且发
现了老同志身上很多需要学习的优
秀品质。

要学习老同志对专业的钻研精
神。这些授课的老同志几十年如一
日在一线工作，把大好年华都倾注到
工作中去、倾注到专业的钻研中去，
专业水平很高。在每节课的有限时
间内，他们能用最浓缩和通俗易懂的
语言讲解最具专业性的问题，让听课
者有共鸣、受启发。这不是随随便便
能做到的，没有几十年的工作积累和
钻研是不可能做到的。我每次听完

课，我都会有种自己面前的窗户纸被
捅破的感觉，听之前看问题模模糊
糊，听完后豁然开朗。

要学习老同志的敬业精神。听
老同志讲课，要学习专业知识，更要
学习他们对工作的态度。每次听课，
我佩服他们的专业素养，更感动于他
们对工作的负责态度。他们热爱自
己的职业。热爱职业方能做到爱岗
敬业，持之以恒地把工作做好，做到
极致。在课上我得知他们经常为了
采写一篇稿件起早贪黑下基层；经常
为了写好稿件采访之前花大量时间
学习；有的获得采访线索就如获至宝
立即动起来；有的为了稿件的题目或
是个别字词的用法而长久推敲……
这些讲课中随意透露出的细节，却能
体现出他们工作的历程和对工作的
态度。我觉得这就是“工匠精神”的
具体体现。老同志把新闻作为一门

“手艺活”并发扬“工匠精神”，力求把
新闻工作做到极致的态度值得我们
学习。

要学习老同志吃苦耐劳的精
神。做好新闻工作要敬业、要精业，
也要吃苦耐劳。只有做到吃苦耐劳，
才能够更加深入基层、深入百姓生
活，才会写出带露珠、沾泥土、冒热气
的文章。在课堂上，老同志娓娓道来
的工作经历看来似乎是云淡风轻，可
是，当我们用心去体会时才能感知其
中的滋味。在现在看来，很难完成的
采访任务，老同志们出色地完成了。
在讲课的时候，他们没有去刻意回忆
曾经的辛苦，更多的是乐观地和大家
一起分享完成稿件发表后的成就
感。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有很多人却
在吃苦耐劳方面做得还不够。通过
老同志的言传身教，我感觉自己要多
反思、多发扬吃苦耐劳的精神，做不
怕苦、不怕累，勤跑路、善思考的记
者，不断增强自己的脑力、笔力和脚
力。

善于学习，才能善于进步。在变
化日新月异的今年，我觉得要把练就
高强本领作为自己的必修课，利用好
学习平台，不断学习并坚持常学常
新，传承好新闻人的“工匠精神”。只
有这样，在新闻的道路上，我才能进
一步往深里走、往实里走，使思想、能
力、行动跟上时代的步伐。

近日，辽源日报社给我们采
编人员发了一份特殊的福利
——每周一位在报社工作 30年
以上、具有丰富工作经验的“新

闻大咖”讲一堂“干货”满满的
新闻培训课。目前，我们已经听
了两位“老师”的课，受益匪浅。

高级记者李志民老师说的，
“记者，应该是个社会杂家”“记
者，应该和通讯员成为朋友”。
高级记者宋义泽老师说的，“不
想成为名记的记者不是好记
者”。这些意味深长且句句经典
的话语，深深触动着我。

做一线记者已近 10 年的
我，和“社会杂家”的距离还很
远，不够了解的领域还很多；10
年间，刊发过的稿件数量已过
千，但能使人过目不忘、荣获新
闻奖项的却仅有那么几篇。

当年，老师们能为了一个标
题反复讨论、群枪舌战；当年，
老师们会为了一个好的新闻线
索驻扎农村好几天；当年，老师
们的稿子能被省媒原文转发、获
省领导的称赞……

虽然，我现在和老师们的
当年相差甚远，但作为年轻人
的我们赶上了好时代，摊上了
好领导，还有很多像李老师和
宋老师一样关心我们的前辈老
师，敦促我们不断努力，为我们
今后的新闻之路指引方向。在
此，我想对这些新闻前辈老师
说：“谢谢您，我将沿着您指引
的方向努力前行。”

搭建学习好平台

传承新闻人的“工匠精神”
本报记者 李锋

新闻前辈：

我将沿着您指引的方向努力前行
本报记者 王超

习近平总书记结合时代发展和新的实
践，着眼于党的宗旨、历史使命、执政理念和
党员领导干部的职责、能力素质，从民族担
当、大国担当、治军担当、治党担当、为民担
当等多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鲜明时代
特征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要求。

矢志不渝的民族担当。习近平指出：
“全党同志的重托、全国各族人民的希望，是
对我们做好工作的巨大鼓舞，也是我们肩上
的重大责任。”他深情地说：“担任国家主席
这一崇高职务，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
忠实履行宪法赋予的职责，绝不辜负各位代
表和全国各族人民的信任和重托。”

无私奉献的为民担当。习近平指出：
“中国共产党坚持执政为民，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的执政
理念，概括起来说就是：为人民服务，担当起
该担当的责任。”

坚定不移的改革担当。习近平指出：
“面对改革大潮，我们要做改革的弄潮儿，要
有强烈的历史担当精神。革命战争时代冲
锋陷阵，英勇献身。现在就要勇于改革，善
于改革。”他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自觉践
行‘三严三实’，增强改革创新精神，增强主
动担当，积极作为的勇气，充分发挥模范带
头作用”。

恪尽职守的职责担当。习近平强调：
“担当就是责任，好干部必须有责任重于泰
山的意识，坚持党的原则第一、党的事业第
一、人民利益第一，敢于旗帜鲜明，敢于较真
碰硬，对工作任劳任怨、尽心尽力，善始善
终、善作善成。”他指出：“干部就要有担当，
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尽多大责任才
会有多大成就。”

互惠共赢的大国担当。习近平强调：
“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不仅
是权力，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他指出：

“人类生活在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
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
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我们必须走
出一条和惠共济、合作共赢的新路子”。

强军兴军的治军担当。习近平指出：
“实现强军目标，必须要有一大批高素质、敢
担当的建军治军骨干。”他强调，“全军要以

高度的历史自觉和强烈的使命担当，以踏石
留印、抓铁有痕的精神，坚决打赢改革这场
攻坚战，努力交出让党和人民满意的答卷”。

敢抓敢管的治党担当。习近平指出：
“管党治党根子在党委、关键靠担当。各级
领导干部要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做
到敢管敢治、长管长治，营造风清气正的政
治生态。”

做好干部的为官担当。习近平指出：
“看一个领导干部，很重要的是看有没有责
任感、有没有担当精神。”新时期好干部的标
准就是“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
于担当、清正廉洁”。他强调，“真正把那些
想干事、能干事、敢担当、善作为的优秀干部
选拔到各级领导班子中来”。

通过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勇于
担当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要求，我体
会到：勇于担当是一种责任、一种精神，更是
一种能力，是党的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素
质，是习近平总书记明确的好干部的一条重
要标准。

勇于担当，就要有强烈的责任意识。要
在其位、谋其政，把高标准履职尽责作为基
本要求，做到日常工作能尽责、难题面前敢
负责、出现过失敢担责。特别是在工作中要
时刻不忘肩负的神圣职责，勇挑重担；在矛
盾和问题面前敢抓敢管，敢于碰硬。面对重
大原则问题，立场坚定，旗帜鲜明；面对改革
发展深层次矛盾迎难而上、攻坚克难；面对
急难险重任务豁得出来、顶得上去；面对各
种歪风邪气敢于较真、敢抓敢管。

能够担当，就要有担当重任的能力。“没
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敢于担当不是逞匹
夫之勇，而是要有着眼大局的视野、创造性
解决问题的能力。做到能够担当，就必须不
断学习、不断实践、不断总结。我们要学会
运用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底线思
维和法制思维来解决问题；要坚持从群众中
来到群众中去，加强与群众的血肉联系，经
常深入到群众中，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善
于总结工作经验，正确对待成绩和失误，不
断促进工作开展。

敢于担当，就要有负责担当的底气。打
铁还需自身硬，只有自己行得正、做得端，才

有底气去做别人的工作。如果我们自身存
在问题，就会前怕狼后怕虎、畏首畏尾，不敢
去碰硬、不敢去较真。作为一名党员干部，
要敢于担当，就必须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
位观和利益观，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
不断加强党性修养，不为物欲所惑，不为人
情所扰；堂堂正正做人、老老实实做事，做到
一身正气、廉洁奉公。

那么，在工作实践中我们如何做到勇于
担当，我认为应做到以下几点：

强化责任意识，勇于担当。作为一名党
员干部，党组织交给我们一份工作任务，我
们就要把高标准履职尽责作为做好本职工
作的基本要求，做到日常工作能尽责、难题
面前敢负责、出现问题敢担责。要时刻牢记
党的根本宗旨，在直面矛盾和问题时，敢抓
敢管；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敢于坚持原则；在
面对歪风邪气时，敢于斗争。

要强化学习意识，善于担当。不断提升
善于担当的能力和水平的关键是加强理论
武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政治上的坚定
源于理论上的清醒。要自觉加强理论学习，
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用各种
科学知识把自己更好地武装起来，增强政治
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我们要通过参加这
次主题教育，进一步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增强善
于担当、勇于担当的思想自觉、行动自觉，提
高自身素质和工作本领。

强化奉献意识，乐于担当。进一步增强
“四个意识”，不忘初心使命，坚定信心、凝聚
力量，把我们的事业发展好。要有强烈的事
业心和责任感，树立干事创业的崇高追求，
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要把各项工作
的落实摆在重中之重的位置，忠实履行职
责，保质保量完成工作任务。

强化敬畏意识，廉洁担当。作为一名党
员干部，我们一定要不断提升党性修养，加
强党性锻炼，树立平民意识，做好平凡工作，
保持平常心态，坚持平常生活。要从党组织
通报的违法违纪案件中深刻汲取教训，把纪
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做到“心中有戒”，防微
杜渐、廉洁奉公，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优良
品质。

做勇于担当的共产党员
杨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