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00名新闻发声人覆盖106个社区村
打造有故事爱发声会宣传的队伍

典型人物感人故事涌现 被报道同时又是发声人

丰台新闻发声人 让基层群众成为

新时代传播正能量的“网红”

☆制造过米格-19战斗机的郑
老爷子，为群众义务磨刀17年

住在丰台区东高地街道六营门社区
的居民们，每个月能享受到特殊服务，一
群平均年龄73岁的活雷锋定期来这里给
居民们“磨剪子戗菜刀”。而这支学雷锋
队伍的发起人、84岁的郑振祥老人的那
双手，竟然曾经制造过米格-19战斗机。
从 2001 年开始，17 年来，郑振祥老人不
光自己免费为居民磨了2000多把剪子、
菜刀，还带出了一群“磨刀匠”。虽然都
是自己琢磨出来的窍门，可郑大爷对自
己的手艺特别有自信，用他的话说：“米
格-19咱都给造出来了，还对付不了这小
小的刀剪。”17年的志愿服务中，郑振祥
就请过一天假，做白内障手术。他说只
要我能磨得动，就会一直为大家服务。
郑振祥的脸上一直面露微笑，他用自己
的行动传递着温暖与快乐。

☆啥都能帮买的“代购队”

早晨 6 点半刚过，“代购”滕辉奶奶
就出门了，拉着小购物车，车里放着促
销海报，到小区门口坐上运通 115 路，
直奔位于西南四环科丰桥的欧尚超
市。门一开，滕奶奶熟门熟路地快步
走向促销区，帮三家邻居各买一盘特

价鸡蛋。
这样的场景在过去的10年中不时重

复着，从油盐酱醋盐到药品、日常用品，
40多名社区志愿者义务帮助行动不便的
空巢老人代购。

如今西洼地社区的生活服务业态不
断完善，引进了菜店等服务设施，老人们
买菜什么的都很方便，但是“代购”服务
一直没有停歇，而且经过 10 年磨合，代
购队的志愿者们大多有了相对固定的服
务对象，除了日常生活用品的“顺手买”
外，“代购队”还经常给老人们代购一些
充满情意和情怀的物品，老街坊们一起

“想当年”。

☆四代21人从教的大家庭

在东高地街道东高地社区有幢教师
楼，教师楼里住着一对年逾七旬的老教
师：金声与吴文祺夫妇，两人在各自的领
域教书育人备受敬重。而更让人惊讶和
敬佩的是，金老师的父亲，吴老师的外祖
父、母亲，金老师和吴老师的儿子都是教
师，这个家族中共有四代、21人从教，总
教龄超过600年。

吴文祺和金声两位老人虽然已退休
多年，但依旧从事着与教育有关的社会
工作。“言传身教”
在这个教师之家，
不再是一个干巴
巴的口号，而是融
入生活中的点点
滴滴。对这个家
庭 来 说 ，教 书 育
人、为人师表已经
成为一种浓厚的
家风，代代传承。

编者按：丰台新闻发声人工作，是丰台区融媒体中心在推动区域媒体融合过程中进行的一项创新实践。广

泛动员和鼓励社区群众参与到基层宣传工作中来，发现身边有“温度”的人，讲述社区有“鲜度”的事，让更多的

基层群众成为新时代传播正能量的“网红”。与政府新闻发言人不同，丰台新闻发声人主要由社区干部和社区

群众组成。在丰台区东高地街道就有30多名新闻发声人活跃在社区的各个角落，发现美，传播美。2018年底，

丰台区融媒体中心在全区21个街乡镇106个社区（村）动员选拔了近300名新闻发声人，集中开展融媒体宣传业

务培训。2019年，丰台新闻发声人将一起发声，传播社会正能量。

2018 年 12 月 30 日，入冬以来北
京寒冷的一天。家住东高地梅源社区
的张春林清晨 4 点就起床，扛着自己
的摄像机，带好充满电的手机，顶着凛
冽寒风，在零下 10 多摄氏度的天气
里，步行5分多钟，来到地铁八号线火
箭万源站。拍摄到了八号线通车后，
第一辆列车飞驰入站的情景。

作为东高地街道的一名新闻发声
人，67岁的张春林在拍摄时格外认真
尽职，他说，“我不是为了自己欣赏，而
是想通过我的镜头，将东高地的发展
变化传播出去，让大家都能看到东高
地的美好。”

像张春林这样的新闻发声人，在
东高地街道还有 30 多人。他们中有
社区干部、社区工作者，更多的是像张
春林这样的普通群众。他们以自己的
视角，发现身边的美好，将镜头对准社
区，将话筒交给百姓，讲述百姓的故
事，传播社会正能量。

2018 年 7 月 5 日，丰台区融媒体
中心揭牌成立的当天，东高地街道万
源东里社区新闻工作室也一并揭牌成
立，一批爱宣传、会宣传的社区干部和

群众被发动起来，组成了第一支新闻
发声人队伍。队伍成立之初，就制定
了工作制度和工作职责。把“发现身
边好榜样，讲述社区暖故事，传递社会
正能量”作为工作目标，明确了政策宣
传、稿件采写、阅报评报、采访发声、舆
论引导、百姓宣讲等六项工作职责。
建立了新闻发声人值班编辑制度，每
周定期召开选题会。

2018 年 9 月，梁丽华从社区书记
主任一肩挑的岗位上退休，如今“重新
上岗”，作为新闻发声人工作的牵头
人，她不仅要思考不同时期的宣传重
点，也要考虑培训、采风等提高发声人
专业水准的活动，还要用手中的相机
记录下新闻发声人工作时的精彩。

她已经在工作本上写下 2019 年
的粗略规划：第一季度是春节和学习
雷锋，第二季度春暖花开多关注身边
环境的变化，第三季度建党节建军节
还有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第四季度
是秋天的美景，“我们就是用百姓视
角百姓语言，讲述身边一位位好人，
一件件好事，展示一帧帧美景，弘扬
社会正气。”

将镜头对准社区 把话筒交给百姓

新闻发声人这份工作完全是义
务，没有任何报酬，大家都是出于对东
高地、对丰台的热爱，以及对这项事业
的执着，张春林就是其中的普通一员。

早在地铁八号线开通之前一周，
张春林就会时不常去离家最近的火箭
万源站看看，提前了解八号线建设情
况，并且制定了一套完整的拍摄计划，

“地铁站外观、打开大门的那一刻、站
台，第一辆列车驶入站、车厢的样子，
这些都是拍摄重点。”确定 2018 年 12
月30日开通，他前一天晚上就把所有
设备又检查了一遍。

张春林退休后想着要把出去玩儿
时看到的好景色拍下来，留着以后老
了的时候欣赏回味，自己买了摄像机，
从零学起，如今不仅能拍出有专业水
准的大片，还会用软件处理图片和视
频，抖音也用得越来越娴熟。

正是这项摄影摄像特长，张春林
被选为东高地街道“新闻发声人”。在
地区知名度很高的京剧团演出、一些
体育比赛、文艺演出都能看到他满场
跑着拍摄的身影。他说自己不太会说
话，但是会用镜头记录下身边的美好，
让更多人看到，“我用镜头说话，让照
片发声。”

张春林说，以前是自己拍自己看，
当了发声人后，感觉担子重了，有责任
了，自己拍了要让大家看，对于地铁八
号线开通这件事，他特别上心。开通
前一天，他从家坐两站快速公交，然后
换上自行车，边走边拍，一直到八号线
起点，沿路的景象、车站的特点，悉数
收入镜头。

开通当日，张春林不到5点就到火
箭万源站，距首车发车还有几十分钟，
和他一起去现场的还有梁丽华。他们
一直拍到7点多，圆满完成了自己制定
的拍摄计划。回家后又赶紧处理图片
和视频，9点多，已经将这些珍贵的资
料传给了区融媒体中心素材处理平
台，后方编辑用融媒体手段，将素材进
行编辑加工，分发至各媒体平台，第一
时间将这一消息传播出去。老航天人
的专业精神在新闻宣传工作中延续。

一直关注着家门口地铁开通的，
还有胡桂茹。这位64岁的退休职工，
在东高地居住了几十年，熟悉这里的
人和事，爱说也会说，和张春林一起被
选为新闻发声人。

“我现在出门一定要带着手机，而
且是充足电的，看见有意思的事就随
手拍下来，然后发在我们新闻发声人
微信群里。以前发现有意思的事，我
也就是跟家里人或者街坊邻居们聊
聊。自从当了新闻发声人后，我知道
以前当闲篇儿聊的事儿，很有新闻价
值，能让更多人和我们一起见证东高
地的发展变化。新闻发声人工作让我
有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这份责任感让胡桂茹走哪儿都多
了个心。“那天一出门，就看见新建成
的火箭万源站出入口，竖起两座长征
火箭模型。我特兴奋，赶紧拿手机拍
了几张，发到新闻发声人微信群里。
这下不要紧，我提供的新闻线索马上
就被多家媒体关注。第二天，报纸、电
视台纷纷报道这件事，新媒体也纷纷
转载，让更多人关注到火箭万源站，那
成就感和自豪劲儿就别提了。我越干
越有劲，看到社区里，有三栋楼增加外
挂电梯，赶紧拍下来发微信群里，又引
起不少媒体的关注报道。我觉得自己
是在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而且越
来越热爱这份工作了。”

在一次次培训和亲身实践中，大
家越来越意识到，在发现报道新闻的
同时，还要多关注身边的好人暖故事，
通过发声这个渠道，急人所急，共同构
建幸福社区。72 岁的新闻发声人白
秀兰，在微信群里转发寻找走失老人
家属的信息，由此引发东高地爱心接
力帮助老人找到家。

说起这事，白秀兰说她虽然离开
工作岗位，但还是党员，认准一个道
理，“不管事大事小，只要对街坊邻居
有益，一定不能袖手旁观。”她说让普
通百姓当新闻发声人，讲述百姓故事，
这是新时代党联系群众的一条重要纽
带，“善于发现，勇于发声，弘扬正能
量，大家都这样，社会就会更和谐。”

在丰台区融媒体中心与东高地街道
大力打造的这支新闻发声人队伍的同时，
一批有代表的典型人物和感人故事也不
断涌现。如年逾80，曾经制造过米格-19
战斗机的郑振祥老人，从2001年开始，十
几年免费为居民磨了2000多把剪子、菜
刀，还带出了一群“磨刀匠”，被大家亲切
称作“磨刀爷爷”。还有“陪聊奶奶”、“代
购阿姨”、“收藏大叔”，都是东高地新闻发
声人发现的好心人暖故事。

家住东高地社区的 72 岁退休教师
吴文祺也是新闻发声人中的一员。她与
爱人都是教师，在他们的大家庭里，四代
从教，21 人当老师，总教龄超过 600 年。
她曾经感慨地说，“一直觉得自己家里的
事情没什么说的，也不好意思说，但被聘
为新闻发声人之后，我觉得自己有责任
起个带头作用。”

近日，“大国工匠”高凤林也加入到
东高地新闻发声人的队伍。他是火箭

“心脏”焊接人，国家特级技师。先后参
与了长三甲、长三乙、长三丙运载火箭新
型大推力氢氧发动机的焊接工作。如
今，高凤林作为东高地街道新闻发声人
的一员，又参与到“改革开放四十年—铿
锵之声诗歌朗诵会”宣传片的拍摄。

社区宣传干部、新闻发声人刘翔宇
说，“通过和媒体老师参加采访活动，我
对社区工作有了新的认识，也更有热情
参与到新闻宣传工作。”

东高地街道工委副书记杨柳介绍，
作为典型的单位型街道，东高地街道既
有从航天一线退休的老航天人，也有伴
随着改革开放一起成长、在社区工作数
十年见证东高地发展变化的社区民警、
社区干部，更有像教师世家、大国工匠这
样本身就有故事的新闻发声人。新闻发
声人，工作在社区，生活在社区，他们最
了解群众所思所想，和群众能聚到一起，
说到一块，能赢得群众的理解和信任。

没有参与就没有认可。新闻发声人
立足社区，重在发声，他们“有故事、爱发
声、会宣传”，他们的传播和讲述更容易
让群众接受。通过新闻发声人的眼睛发
现身边好人和暖故事，经由他们的口讲
出来，既接地气又有血有肉，生动鲜活。

东高地街道打造的这支队伍，只是
丰台区融媒体中心“新闻发声人”建设的
一个缩影。丰台区融媒体中心已在全区
动员选拔了近 300 名新闻发声人，覆盖
106个社区、村，打造了一支“有故事、爱
发声、会宣传”的新闻发声人队伍。

丰台区融媒体中心在建设过程中坚
持党媒本色，突显群众媒体、社区媒体、
公益媒体功能，全力做好引导群众、服务
群众工作。目前正在着力构建全区“一
三三”融合报道工作体系，实现区域全覆
盖、基层总动员。即一个“区级融媒体中
心”、南苑地区、丽泽金融商务区、丰台科
技园区三个“重点区域融媒体分中心”和
300个左右“基层新闻采集点”。

2018 年年内，丰台区融媒体中心已
经率先完成100个社区新闻采集点建设，
聚焦一线、聚焦基层，加快社区新闻工作
室建设，动员社区群众成为新闻发声人，
参与到基层宣传工作中，努力破解基层

宣传最后一公里难题。
新闻发声人队伍的建立，改变了以

往政府办事政府说事的模式，增强了群
众和政府之间的沟通和理解。丰台新闻
发声人在不断实践探索中，正在变得“脚
力更劲”、“眼力更宽”、“脑力更强”、“笔
力更沉”。他们以自己的视角，发现身边
的美好，将镜头对准社区，把话筒交给百
姓，讲述百姓的故事。

2019年1月4日，北京日报客户端与
丰台区融媒体中心合作发布图文报道

《丰台分区规划向社会公告：建设新时代
高质量发展典范城区》，引起社会广泛关
注。丰台区新闻发声人也在第一时间纷
纷点赞、转发。阅读量持续走高，突破

“10万+”，创下各区分区规划乃至各区新
闻最高单日阅读纪录。

丰台区委宣传部副部长、丰台区融
媒体中心负责人乔晓鹏深有感触地说：

“融媒体时代，我们基层宣传工作的最大
优势就是人人发声，口口相传，群群联
动。点点滴滴，汇聚成大江大河！未来，
丰台区将继续发挥新闻发声人的作用，
带动更多的基层群众成为新时代传播正
能量的‘网红’，共同弘扬正气鼓舞人心，
传递社会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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