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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膺担当 拼搏奋斗

一山更比
一山高

朱建华

每年辞旧迎新之际，我们都对未来充满
期许。一年开始时，总会觉得一年的时间很
慢、很长；当一年结束时，又会觉得一年的时
间很快、很短，仿佛弹指一挥间。

时间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把时间“切
开”，一年可以划分为 4 个季度、52 周、365
天。每个人之所以在公平的时间面前收获
存在差异，纵然有诸多不确定的因素和各种
困难、挑战，但也不妨扪心自问一下：是不是
珍惜了时间、高效利用了时间？

结果重要，过程也同样重要。没有日积
月累辛勤耕耘的过程，就想在年终时有个好
收成，这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天地转，光阴
迫。只有丢掉幻想，脚踏实地，从点滴做起，
才能一步步地向梦想靠近。

实干兴邦。历史并非直线匀速行进
的时间过程。每一年都是一座山峰，而且
一山更比一山高，对于攀登者而言需要付
出更多的时间、精力、智慧等，最终才可能
登上顶峰，那时方能有“一览众山小”的体
会。

以仰望之姿
做好新闻

谌达军

2025 年，我们必将以仰望之姿守望
新闻的天空：太行山玄武岩“绣”的五星
红旗插上月球背面，华科大制作的模拟
月壤砖上太空实验，李德仁院士下个五
年计划——90 岁建成“东方慧眼”，2024 年
这些关涉国之重器的新闻今年都会有进
展；从产业和民生层面看，低空经济发展司
成立，无人机快递、低空飞行器越来越多进
入人们的生活日常。

仰望是心境。徐卫林院士说他接到研
发月面国旗任务时曾望月出神。这仰望有
特别意味，即对人和人文力量的敬仰。AI
时代，每个人更需要对家人、国家和人类敬
和爱的能力。我们的新闻发现要跟上AI发
展速度，更要关照跟不上它速度的人们，以
人文温度求得同行力量。

仰望是文化。江畔何人初见月？江城
望月可寻得长江流域的巴蜀、荆楚和吴越文
化，能望到传统文化的“起舞弄清影”、红色
革命文化的“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
为忠魂舞”……仰望中有历史自信和坚定信
仰，为仰者信，为信者仰。在这芸芸低头小
屏交互的传播生态中，我将以仰望之姿寻新
闻之源，为流量注入更多价值。

在变化中
笃定前行

黄琪

2025年的第一束阳光已经播撒大地。
过去一年，我国积极应对国内外环境

变化带来的影响，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
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AI 嵌入各行各业，
无人驾驶先行先试。这是一个变化前所
未有的时代，这是一个被变化加速快进的
中国。

在快与变之中，始终有一个坚定稳固的
内核，那就是我们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对更
加美好生活的向往，对日复一日努力的坚
持。这些不变之物让我们于激荡中保持一
份静气，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在变化中
笃定前行。

在百舸争流、不进则退的时代浪潮中，
重镇武汉进一步明确了功能定位和发展方
向，勇敢搏击风浪。

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舆论场中，我所在
的媒体站稳人民立场、坚持守正创新，传递
英雄城市的好声音和正能量。

在众声喧哗、“剧情”随时反转的网络
时代，我们主流媒体记者更应守住初心、深
入基层，探寻现象背后的本质，守望新闻理
想。

让我们携起手来，无惧变化、迈开脚步！

在风雨洗礼中
成长

谭芳

2024年，我更加深刻理解了什么叫“风
雨洗礼”。

风雨是考验，是挑战；洗礼是磨炼，是蜕
变。无论对个体、城市还是国家而言，风雨
洗礼都是成长的必备，进步的契机。

对个体来说，风雨洗礼是检验意志的考
场。风雨或许会让人痛苦迷茫，但也正是借
由风雨的淬炼而转化了能量，人们锻造出强
大的内心、过硬的本领，拥有更丰盈、更活
泼、更强韧的生命力。

对城市来说，风雨洗礼是建设重塑的机
会。城市发展常伴随多重挑战，伟大的城市
必能在困境中找到突破口，鼓足干劲、久久
为功，战胜风雨、完成蜕变。加快推动“三个
优势转化”，重塑新时代武汉之“重”，我们的
城市越经风雨越向前。

对国家来说，风雨洗礼是伟大复兴的必
经之路。世上没有哪个国家能一帆风顺完
成突破发展，唯有经受住疾风骤雨才能换来
风和日丽、欣欣向荣。

让我们直面风雨、拥抱挑战。风雨之
后，天更清，路更顺，心更坚。

被看见
是一种力量

徐璐

岁末，武汉成为蛇年春晚分会场的消息官宣，朋
友圈一片欢欣，我们的城市，又要被看见了。

无论时代如何发展，无论是于个人、于城市还是
于民族国家，人间极致的快乐，莫不来自于这种被看
见被肯定的成就感。

过去一年，首次跑过樱花季的汉马，在明媚春光
中，被全世界的跑友看见，修整后的凌波门，在仲夏日
出中，被青春的目光看见，追过大桥的熔金落日，拍过
江上的璀璨烟火。何其有幸，和你们一起，见证过城
市这么多的高光时刻，我们看见世界时，也让世界看
见我们。

尽管在被看见之前，大多数人的路途都是孤独
的，充满艰险的，你我却仍要一次次出发，翻山越岭，
走过旷野险滩。当一束目光穿越茫茫人海，精准地落
在自己身上，那些自我质疑，那些忐忑彷徨，都会在被
看见的熠熠光辉下，消散无踪。

和着2025年的第一个日出，敬平凡、敬坚持，敬那
个为了被看见、永不言败的自己。

愿新闻
如生命之树

余睿

最近和朋友谈论这样一个问题：富人和穷人谁更接
近生活的真相？争辩不休时，我忽然发现，或许生活原本
就没有所谓的真相，生活的真相由生活着的人来书写。

念及此，责任感油然而生。作为记者，我们不仅是时
代的见证者，更是生活的执笔人。

步入智媒时代，我们的情感依旧丰沛：云南野象群的
北迁之旅，让我们见证了自然界的智慧与和谐；澳门回归
祖国二十五周年的庆典，伴随着《七子之歌》的旋律，我们
共同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而骄傲自豪。这一切，都是新闻
带给我们的共鸣与思考。

人生旅途难免遭遇风雨，挚爱之人或许渐行渐远，生
活的重担时而令人喘不过气，但我们总能在跌倒与站起
之间，寻找到那份支撑心灵的力量。它源自何处？或许
是对真理不懈的追求，或许是对美好未来坚定的信念，更
或许，是那份深藏于心的新闻理想，让我们在逆境中依旧
能够昂首挺胸，高歌猛进。

我想，只要人类还能从新闻中汲取温暖与力量，只要
社会仍需新闻来映照现实、启迪未来，只要这世界依旧拥
有那些勇往直前的理想主义者，新闻便如生命之树，根深
叶茂，生生不息。

第一次
勇往直前

余梦菲

2024 年是我工作的第一年，也是我成
为新媒体编辑的第一年。从最初毫无经
验、不知如何上手，到独立编出第一篇稿
件，每一篇文章承载着许多第一次：第一
次写导语、第一次提炼标题、第一次编辑
图说……

武网活力四射、地铁新线便民惠民、无
人机成了“外卖员”、创业者抓住机遇、英雄
市民舍己救人……城市的点滴，蕴藏在每一
篇稿件中。当我第一次、每一次阅读这些文
章，沉下心去发现、提炼、再呈现时，这座城
市的创新、活力、温暖与热情，源源不断地补
给着我。

武汉每一天都在上演精彩的故事，而
我可以通过编写文案、提炼标题，将这些故
事呈现给更多人，为展现武汉的魅力贡献
自己的一份力，这是幸运，也是一份责任与
使命。

不知不觉，在无数第一次中度过了
2024 年。回望 2024 年，收获满满，展望
2025年，我充满信心。新的一年，我们一起
乘风破浪、勇往直前，相信每一份付出都光
芒熠熠，每一个梦想都能抵达，未来定将越
来越好！

做有张力的
新闻

喻鑫

2024年，顿挫与起伏写成一首立体的诗篇，难关
和顺境构成一个挑战的迷宫。我们从诗篇里获得前
进的力量，也在迷宫里把这力量变成方向。

窠臼坚固，去冲破它。媒体之间竞争日益激烈，
网络加速冲淡虚实边界，这让不少新闻生产成为固守
窠臼的妥协。既然前路坎坷，就勇于突破。雨雪天气
全城响应开放夜间地下停车、樱花季武汉火成“春光
第一城”、郑钦文激战武网场场狂欢、视障乘客坐地铁
9人护送……这些瞬间是2024年的生动注脚，也是新
闻人对社会的关切、对发现的追求、对温情的执着。
这是一种职业的热忱，更是心中的明灯。

新潮涌动，去拥抱它。AI深入融入我们的日常生
活，猛烈重塑着我们的新闻生产。过去一年，《东方巨
响》《无法回头》《2024李白重游黄鹤楼》等多款AI原
创短片，还有数不清的平面设计面世，AI让天马行空
的创意真正具象化。我不止一次地问自己：新闻编辑
之后还有存在的必要吗？答案未知，既然无法阻挡，
就尽情拥抱。在我看来，新闻编辑不应止于编新闻，
写有“人味儿”的文字，做有“看张力”的新闻，永不过
时。

2025年，可以预见的困难依然会在前方，知难而
进、迎难而上，我们一起准备好。多深入、多破圈、多
跨界，书写新的篇章，把真实和真切远远地、深深地播
撒出去。

在变化中
求突破

商佩

回首2024年，我从编辑室走向新闻现场，实现了职
业角色的转变，也领悟到了在变化中寻求突破的意义。

正如习近平主席在新年贺词中所言：“让人民过上幸
福生活是头等大事。”《拍“板”》栏目致力于把老百姓身边
的大事小情解决好。我们穿梭在武汉的街头巷尾，积极
沟通协调，努力将民众的声音准确地传递给政府及相关
部门。

如今，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令人欣慰的改变：曾经“门
难进”的小区，无障碍坡道完成了降坡改造；行走不便的
石板路，间距得到了合理调整；江滩公园增添了便民洗手
池；体育公园的免费游乐设施也焕然一新。这些变化或
许看似微不足道，却实实在在提高了市民的生活品质。

我们用实际行动诠释——坚持住，就是胜利。通过
收集6000多条建议，我们推动了东湖绿道骑行限时限速
新规的出台；采访30家暑期学堂，解决了托管班报名难
问题；持续追踪报道蛋糕尺寸问题，促使近千家蛋糕店完
成整改。每一次报道都是对群众关切的回应，也是对城
市公共服务的有力推动。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展望新的一年，我将秉持初
心，以手中的笔和镜头为桥梁，倾听民众声音，反映切实
需求。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成为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见
证人。

以笔为心
讲好中国故事

范婷婷

“湖北要在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高水
平开放上勇于探索。”过去一年的涉外报道
中，通过采访外籍人士，我进一步体会到湖
北武汉为扩大高水平开放做出的努力，感
受到政府是如何通过发展来提升人民福祉
水平的。

“大家都该来看看这辆车，感受这里令
人印象深刻的发展成果。你们应该为这里
的一切感到自豪。”2024年7月，参加“两湖
对话”活动的外宾试乘猛士 917 时，我听到
英国伊尔姆资源管理咨询首席执行官芮凯
德这样说道。

“这不仅造福了武汉市民，更是造福全
人类。”2024年8月底，所罗门群岛“卡德利
党”领袖吉米·沃基亚参观中国履行《湿地公
约》30周年成就展时感慨道。

“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需要以宽广
胸襟超越隔阂冲突，以博大情怀关照人类命
运。”当今世界变乱交织，发展永远是主旋
律。新的一年我将继续以笔为心，向世界讲
述新时代中国发展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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