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俭俭俭俭俭俭俭俭俭俭俭俭俭俭俭俭俭俭俭俭俭俭俭俭俭俭俭俭俭俭俭俭：：：：：：：：：：：：：：：：：：：：：：：：：：：：：：：：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

11月 8日，第 17个中国记者节。一位高邮老乡“刷
屏”朋友圈，轰动中国新闻界，他就是《扬州日报》民生部主
任胡俭，三垛镇司徒人。

当晚 8时许，央视一套播放中国记者节特别节目“好
记者讲好故事”，胡俭第 10个压轴登场，7分钟时长，他
噙泪讲述了《我和两位打工仔》的故事。因为故事讲得
好，他先后得到中宣部常务副部长黄坤明和省委书记李
强的点赞。在接受《新闻联播》栏目和《人民日报》采访
时，他用朴实的话语阐释了自己“好记者”的追求：用好
故事写好人，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做人民群众喜欢的“故
事大王”。

记者跟胡俭早就相识，他在三垛镇广播电视站工作
时，是发稿较多的通讯员之一。他没有上过大学，却凭借一
腔热情、脚踏实地埋头写稿，不仅胜任《扬州日报》工作，近
年来更是不断创新出彩，被家乡人津津乐道。媒体同行帮
他这样总结:胡俭从业 10多年，讲了三个精彩故事，一是
讲好“百姓故事”，借力央视打造“扬州好人”城市名片；二
是讲好“中国故事”，“打工局长”问鼎中国新闻奖一等奖；
三是讲好“记者故事”，赢得中宣部领导和省委书记点赞。

12日上午，记者去扬州采访他，没想到，这位见过许多
大场面、大人物的高邮老乡，在接受家乡媒体的采访时，竟然
显得很拘谨，给记者倒水都溢出了茶杯。尴尬了好一会儿，他
才松了口气说：“《高邮日报》和高邮电台是我新闻理想的摇
篮，高邮有许多帮助过我的人，正好借贵报表示感谢、感恩。”
就这样，乡音乡情漫上心头，流淌出许多尘封的往事。

“高邮好老师”点燃高考落榜生的新闻梦

一个高考落榜生，到成为一名地市级党报的记者，这道鸿
沟如何跨越？胡俭说，他要感谢许多老师的一路鼓舞和帮助，
为他“搭桥铺路”。

三垛中学，是胡俭成长最为重要的一站，他担任过班级团
支部书记、校学生会主席、创办过“校园之声”广播，也在全校
师生联欢会上，以小品讽刺校长苛刻的管理。当时的校长王有
益非但没有怪罪，反而在胡俭高考落榜后，推荐他到三垛镇广
播站工作。

校长教过胡俭的语文，他鼓励学生讲普通话。那时，胡俭
喜欢模仿赵忠祥解说《动物世界》的播音腔，班级公开课时，除
了英语和数学，都要朗诵一段，不知不觉中，激发了他对语言
表达的兴趣。

乡镇通讯员，“泥腿子记者”，成长靠什么？唯有勤奋。胡俭
在三垛镇广播站工作期间，自办节目，多次在省级平台获奖，
他回忆说，当时高邮电台的徐生汇老师，指导他怎样使用好
“俚语”“土话”，他后来懂得，那叫“鲜活的群众语言”。

《高邮日报》创办后，乡镇工作通讯登上报纸的头版，对于
通讯员来说，是最有面子的事情。胡俭告诉记者，那时写稿，基
本一稿两投，一份报社、一份电台，再留一份存档，方格纸垫上
复写纸，撕了写，写了撕，写好一篇稿子，用掉半本稿纸是常有的
事情。一次参加亲戚婚礼，婚车绕行高邮城，当时高邮城市建设
刚拉开框架，胡俭写了一篇《迎亲队伍逛新城》，得到时任报社总
编的赞赏，认为视角独特。从此，许多众人视而不见的身边小事，
常成为胡俭的报道素材。报社、电台每年评选优秀作品和优秀通
讯员，胡俭日渐增厚的获奖证书，渐渐点燃了他的新闻梦。

要圆记者梦，先过文凭关。经过十年的自学考试，2002年
7月，胡俭拿到自学考试的“蓝本子”，当年 10月份，扬州日报
社对外的招聘，他的命运迎来了转机。

“高邮好故事”助他跨进扬州日报社

打开扬州日报社采编系统，输入关键词“胡俭”，跳出近万
篇用稿记录。

检索显示，胡俭 2002年底入职《扬州日报》之前，已有 10
篇发稿记录，第一篇稿件《好班长秦兴龙》登载于 2001年 7月
20日，报道原三垛镇党委书记，其他9篇也都非常有故事性。

“可以说，是高邮的好故事，让我顺利留在了《扬州日
报》。”胡俭回忆说。当时，扬州日报社面向社会招聘50名特聘
记者，要想留下，全凭优质稿件说话。当时，胡检写了两篇重点
稿件，一篇是人物通讯《八口之家六个姓》，另一篇是调查报道
《罗氏沼虾还会跳得欢吗》。

《八口之家六个姓》讲述了 2000年 7月 13日，一场龙卷
风肆虐了三垛镇原柳南村，大批房屋倒塌，三人因此丧生。原村
妇女主任、共产党员贾锁香，将村里7位无家可归的五保、残障
老人接回家中照料，老人去世，她帮助操办后事，赢得了庄邻夸
赞。后来，贾锁香被评为高邮市优秀党员和“扬州好人”。

胡俭感叹，正是那场 16年前的“7·13”龙卷风灾，让他的
新闻采写能力得到锻炼。盛夏季节，扛着单位M900的摄像机
和自己的照相机，前后奋战了一个多月，新闻报道不仅有声
音、有图像，还有好故事。当时龙卷风灾后，一位产妇生子，劫
后余生给孩子取乳名“余生”，他和广电站的同事秦丹、刘翠梅
及时发稿，偏远乡村的龙卷风灾因此被多家媒体关注，进而为
救援工作赢得了广泛的社会援助。

两篇文章相继在2003年元月份发表，随后扬州日报社领
导给他吃了“定心丸”，我们就需要会讲百姓故事的记者。刚进
报社的竞争是极其残酷的，50名特聘记者，三个月试用期，最

后只能留20人。为了能留下，胡俭用家中仅有的5000元积蓄
买了部相机，每次周末回高邮，抓拍一组“三农”主题图片新
闻，多次登载《扬州日报》头版显要位置。报社领导感慨地说：
我们就需要“来自基层、带着露珠、冒着热气”的好图片。

“百姓好故事”引来央视关注“扬州好人”群体

32岁，从乡镇通讯员变成地市党报记者，从农村来到一个
陌生的城市，没有人脉资源、没有固定工资、没有分配条口，胡
俭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新闻民工”。新闻在哪儿？当初的他也
很茫然。既然没有捷径可走，他说只能“笨鸟先飞”。

胡俭的笨办法就是扫街散名片，寻找新闻线索。走上街
头，他逢人递上名片：“我是《扬州日报》记者，有事您说话。”这
一招笨功夫还真管用，短短两三年，扬州城区的所有街道和社
区，上千个楼栋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的名片、他的线人和朋
友。扬州城区的出租车师傅 24小时给他打电话报料，从此他
有了写不完的新鲜事。每年采写的百姓故事上百个，也因此练
就了抓故事、讲故事的基本功。

胡俭创新“民生新闻工作法”，扫街散名片，讲述百姓事，用
好故事传递核心价值观。在讲好百姓故事的大练兵中，胡俭带
头实践“新闻故事化、故事人物化、人物细节化”的新闻表达。

2007年，在扬州拍摄的电影《江北好人》热播，一时间，
“江北好人”成了扬州正能量的代名词。但胡俭觉得，从城市形
象宣传角度讲，“江北”地域太宽泛，而且在人们心中总与“欠
发达”联系在一起。从2009年初，他倡议并牵头组织开展月度

“扬州好人”推荐评选表彰，所塑的好人典型一下子引起央视
《道德观察》栏目编导的注意。从当年起，《道德观察》栏目十下
扬州访好人，制作了10多部“扬州好人”专题片。随后，胡俭又
与央视《向幸福出发》栏目合作，先后选送 20多位“扬州好人”
赴京，在央视舞台上侃幸福，“扬州好人”颜展红、李彬，分别当
选 2012年度和 2013年度十大温暖中国身边好人。“扬州好
人”如今已成为扬州鲜亮的城市名片。

这些年来，扬州先后有 45人荣登“中国好人榜”，其中一
半以上的凡人善举，出自胡俭笔下的原创典型报道。胡俭还组
建成“扬州好人义工总队”，让越来越多的好人抱团行善。他
说，“扬州好人”一直在引领他的成长，写好稿、写好人、做好
事，不仅是一种工作状态，更是一种精神洗礼。

“好记者讲好故事”，他本身就是一个励志的好故事

胡俭告诉记者，当初他最大的理想是成为《高邮日报》的
一名记者。2001年，他曾经被《高邮日报》录用，后来因为照顾
家庭，他无奈放弃了机会。闲谈之中，他总爱说的一句话就是，
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中国新闻奖”是国内新闻界最高奖项，许多新闻人一辈
子孜孜以求的梦想。2012年，胡俭在“走转改”中，讲述了一个
精彩的中国故事，圆了这个看似遥不可及的梦想。

2011年初，“节后用工荒”席卷全国，胡俭正月初八随同
扬州相关企业开展跨省大招工，途中偶然听说“局长打工”的
线索：云南省曲靖市人社局副局长陈家顺，曾经隐瞒身份来扬
州考察务工环境，陪着老乡同吃同住同劳动一个多月的时间。
他据此采写了新闻故事《就业局长潜伏打工探扬州用工》，提
炼出“共产党的干部就是为老百姓打工”的主题。随后，央视
《新闻联播》连续 5天追踪报道，并在一些西方国家的电视台
播出，让许多欧洲观众改变了对中国基层国家公务员的看法，
精彩的“中国故事”提升了“中国形象”，胡俭也因此摘得“中国
新闻奖”的桂冠。

全国“好记者讲好故事”由中宣部等部门组办，今年是第
三届。选拔是怎样的激烈？胡俭告诉记者，第一轮是全省选拔，
从50名选手中选取3人赴京参加复赛；第二轮是全国 128位
优秀选手晋级 27；第三轮是从 27名优胜选手中遴选 11人，
进入最后阶段的央视录制。一场 8分钟的演讲，讲稿修改了
40多遍，经历了 100天的煎熬，胡俭把这个艰难激烈的选拔
过程比着“赴京赶考”。他说，自己正是靠着“打酱油”的心态和

“打好酱油”的态度，在“赶考”中交出了超越自我的答卷。
他讲述的《我和两位打工仔》的故事，其中一个是扛煤气

罐爱心助学的颜展红，一个是打工局长陈家顺，这两位特殊的
“打工仔”，是他的新闻引路人和圆梦人。10月15日的央视录
制现场，中宣部常务副部长黄坤明唯一点名点赞：《扬州日报》
的“打工局长”故事讲得好，关注到了农民工这个最大的群体。
11月 8日，在全省创新新闻传播座谈会上，胡俭作了交流发
言，省委书记李强再次勉励他：“讲好故事，谋取角度很重要”。

有人在朋友圈中为他点赞，胡俭从乡镇通讯员到记者，到
摘得中国新闻奖一等奖、全国“好记者讲好故事”的最佳选手
奖，他靠着勤奋与感恩，不断超越自我，他成长的过程就是一
个励志的故事。

而胡俭在自我总结中说，自己成长的背后，始终站着一个
和谐向上的采编团队，是可贵的团队精神给了他力量、智慧和
勇气，使他攀上一个又一个新闻的顶峰。

! 记者 陆业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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