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桂茹：发声人也是发光人

因为在地铁通车前两个月就发现并发布了火箭万源
站外的两个巨型火箭模型，胡桂茹成了百万浏览量视频的
主角。

在成为新闻发声人之前，她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媒体新
闻观察员。这种工作经历，让她比一般人更具新闻慧眼。从
社区内的学校接送孩子秩序混乱，到老旧小区有了外挂电
梯，甚至秋天时家门口的“银杏大道”，都是她的独特视角，

“过去看到新鲜事儿最多就是聊聊说说，现在会赶紧拿起手
机拍下来，想让更多人知道。”

“发声人也是发光人。”胡桂茹认为，新闻发声人的
工作赋予自己一种荣誉感，要求自己在传播榜样的过
程中逐渐成为榜样，同时也给退休的她一个发挥余热
的渠道。

“我爱人总会开玩笑问我，今天有事儿吗？我会告诉他，
我们每天都有事儿！”胡桂茹打趣地说。

邓海霞：做百姓和政府间的桥梁

邓海霞现任东营房社区副书记，是最美航天人宣讲团最
早一批成员之一。鲜为人知的是，在担起社区大小事之前，
她曾是一名川剧演员，在大大小小的舞台上绽放光芒，还登
上过1997年中央电视台春晚的舞台，为了1分35秒的节目
苦练40天。

虽然看起来清秀，但邓海霞干起工作来毫无半点含糊和
娇弱。每个月8日的社区爱心活动，她都会穿着罩衣，坐在
条凳上给社区居民磨刀剪，虽然身边是油腻厚重又难以清洗
的机油，可她不以为意。

由于社区干部的身份，她的新闻发声人工作更多是宣传
本社区的活动，“做得远没有老同志好。”她谦虚地说道。但
作为第一批最美航天人宣讲团成员，她自写自讲的“磨刀爷
爷的故事”获得了北京市的三等奖，这让她骄傲至今。

虽然日常工作很忙，但她一直坚持发声，“把身边更多的
好人好事传播出去，把国家的大政方针传播下去，做百姓和政
府间沟通的桥梁。”如今，邓海霞已经物色到了自己的“接棒
人”，2019年1月才入职东营房社区的白真如曾是航天博物馆
的解说员，之前还当过一段时间老师。

“其实社区老人就和小孩一样，把对待小孩的耐心拿出来
面对老人，让他们说出自己想说的事儿，问出他们感兴趣的事
儿，就是我这个宣传委员该做的。”白真如说。

梁丽华：让大家感受变化带来的幸福感

梁丽华2018年刚刚从社区书记的岗位上退休，但新闻
发声人的“活儿”一天都没卸下。

在她看来，自身凭借地铁8号线南延“第一人”的身份火
了一把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地铁的开通给生活在东高地的人
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便利。把这样的重大利好传播出去，让大
家感受到幸福，对她来说，是件充满成就感和荣誉感的事。

“不要修路的人说路好，要走路的人说路好。”梁丽华这
样理解新闻发声人，“社区居民觉得有我们挺不错的，这就是
我们发声的意义。”

她曾经查过“丰台发布”抖音号上有关东高地的内容，
“当时一共351条内容，东高地新闻发声人的有51条，占到六
分之一，这就是我的成就感。”2019年她还作为唯一的退休干
部代表，在北京市老干部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言，“这是我的荣
誉感。”梁丽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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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高地街道新闻发声人在政府与百姓间架起“沟通桥”，传播身边的好榜样、暖故事、正能量

做民情最后一公里的“信使”

设立：从一张报纸到一支队伍

从一张报纸到一支发声人队伍；从邻居口中
的“胡姐”到视频浏览量超百万的“网红”；从普通
的社区居民到民情最后一公里的“信使”……东高
地街道先行先试，从一张报纸出发探索建立了社
区新闻发声人制度。

成立之初，东高地就结合地区特点设置了不
同主题的“发声”内容。后来，随着社区新闻发声
人制度的日臻完善，又挖掘出4支专业“发声”队
伍，百姓故事会以及有文化、爱发声、关心地区发
展的居民。

4支队伍各有所长，据介绍，社区干部队伍以
引领和抓总为主，深入到各个社区及时传达国家
的大政方针。居民发声人团队则通过口口相传、
集中宣传等形式将这些讯息在居民中间广为传
播，让每一个居民都能深入了解，甚至参与到地区
的建设发展进程中去。

最美航天人团队是东高地街道办事处与辖区
的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共同建立的。2019年
以来，他们以改革开放40年、大国工匠高凤林等为
主题进行了多场宣讲，不仅走到了全区，还跨区到了
延庆、门头沟进行宣讲，最后站上了北京市的舞台。

百姓故事会团队则聚焦老百姓自己的生活，
以社区为单位，各社区结合自身实际打造不同品
牌。东营房社区副书记邓海霞介绍，2019年夏天
她所在的社区就开展了多场以新中国成立70周
年为主题的宣讲。

“之所以层次清晰地细分发声人队伍，就是为
了讲好党的故事，讲好航天故事，讲好地区故事，
讲好社区故事，讲好百姓故事。”相关负责人介绍。

成长：坚守责任成就一批“网红”

东高地街道的社区新闻发声人个个“来头不
小”，他们有的是引发各大媒体争相报道的地铁8
号线南延首个进站者；有的是短视频浏览量破百
万的网络红人；还有的是登上春晚舞台、如今脱下
戏服担起百姓大事小情的社区干部……

从成立之初的30多人，到现在有些人因年纪
大了离开队伍，有些人因工作调动到了更远的地
区，当然也有一些年轻有活力的新鲜力量又充实
进来，东高地街道社区新闻发声人始终保持着30
多人的规模，每个社区至少2至3名发声人。

在刚刚翻新的东高地街道社区新闻发声人办
公室里，挂着满满一墙的照片。社区新闻发声人
梁丽华指着其中一张照片，回忆起了地铁8号线
南延开通当天的场景。“那天我4点多就起床了，5
点20分地铁开门，我是第一个推门进站的人。”

地铁8号线南延的开通改变了东高地没有地铁
的历史，对土生土长的东高地人来说意义非凡，梁丽
华至今还记得当天说的一句话，“我站在那儿说，这
趟列车是由珠市口首发，开往瀛海的首班列车。”

因为成了进站“第一人”，梁丽华当天拍下的
并不精美却弥足珍贵的小视频在地区百姓中间

“火了”，还引发了各大媒体的跟进报道，那张照片
也登上了不少媒体的版面和网页，作为社区新闻
发声人的梁丽华迎来了人生中的“高光时刻”。

梁丽华的故事，只是照片墙的一个小小部
分。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这面照片墙她不知更
新了多少回，要展示的东西实在太多。事实上，这
样一支“网红”队伍并非有意锻造，而是在对责任
的坚守中水到渠成。

照片墙的正对面，挂着东高地街道社区新闻
发声人的工作规范和工作职责两块展板，其中提
出“要牢记自身职责，严于律己”“善于发现、善于
积累，随手拍、随手记，做懂宣传、会发声的社区新
闻发声人”。

一边是荣誉和成绩，一边是责任与使命，互为
映衬、相互提醒。“发现身边好榜样，讲述社区暖故
事，传递社会正能量是我们开展新闻发声人工作
的初衷，也是推动区域媒体融合过程中进行的一
项创新实践。通过社区新闻发声人工作，助力基

层社会治理和社区文化建设。”区融媒体中心主任
乔晓鹏说。

使命：与人大代表听民声形成合力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地区改革的需要，东高地
街道社区新闻发声人也有了新的使命。“社区治理
的发声人、建言献策的发声人、文明倡导的发声
人，是我们2020年的工作方向。”东高地街道党群
工作办公室负责人王盈雪提到了 2019 年夏天的
一次停电事件，停电发生之初，哪个部门管理？谁
来修理？什么时候恢复供电？这一连串关系到每
一户居民的问题都需要被解答。正巧社区新闻发
声人吴阿姨看到有工人正在修理，就随手拍下照
片传到了群里，降低了大家的火气。王盈雪认为，
这样的“发声”比官方通知更温暖，更具人情味。

事实上，在明确新的使命和方向之前，社区新
闻发声人就已经为地区建言献策做了不少工作。

梅园社区的新闻发声人胡桂茹说起不久前的

一次儿童落水事件。2019年7月份，有儿童不慎
落入社区的消防水池，虽然被好心人搭救，孩子安
然无恙，但此事暴露出的安全隐患引起了社区家
长们的注意。

“有的家长建议将水池抽干，有的建议直接封
闭，但那是消防水池，不能抽干也不能封闭。”作为
社区新闻发声人，胡桂茹将情况反映到了社区新
闻发声人的联络群里，情况很快引起了物业和相
关部门的重视，最后决定在小水池旁边围上护栏，
既保护了孩子的安全，又保证了社区的消防安全，
两全其美。

问题的快速解决得益于社区新闻发声人联络
群自发形成的发布模式。据了解，这个名为“新闻
发声人工作”的微信群目前共有45人，包括30多
名社区新闻发声人以及丰台区融媒体中心的记者
和街道相关科室的工作人员。

无论是身边的正能量还是关系到百姓切身利
益的问题，从发现、协调各方解决、采访报道，到对
外传播，这个联络群已经形成了一套针对新闻信
息的完整且有效的工作模式。

“我们把在基层发现的一些内容传到群里，区
融媒体中心的记者会判断其新闻性并在《丰台报》
或者北京丰台APP上展示。”梁丽华认为，这种快
速处理机制，不仅让丰台地区的人充分了解东高
地，也容易引发各大媒体的关注，扩大信息覆盖面
和影响力。

从“接诉即办”到“未诉先办”，北京城市发展
再进一步。无论是人大代表倾听民声，还是新闻
发声人参与社区治理、建言献策，都是北京城市发
展总基调的落实，虽然路径不同，但最终都将“汇
入大海”。“引导社区新闻发声人参与到具体事项
当中，与人大代表听民声形成合力，把问题控制在
地区之内，解决更多社区居民实实在在的难题，这
是我们接下来工作的重点。”王盈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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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新闻发声人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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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是动员和鼓励社区群众直接参与基层宣传工

作中来，发现身边有“温度”的人，讲述社区有“鲜

度”的事，让更多的群众成为新时代传递正能量的“网红”，

助力基层社会治理和社区文化建设。目前，全区150多个

社区活跃着近600名社区新闻发声人。

随着丰台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建立，“北京丰台”

APP启用以及“三个中心”的贯通，新闻发声人在更大的

舞台上发挥了作用，由下至上反映民声、民意、民情，传

播身边的好榜样、暖故事、正能量。

新闻发声人的同题问答：何为“发声”？

▲新闻发
声人张春林拍
摄社区活动。

▲2018年12月30日，梁丽华“报道”地铁八号线南段
开通运行。

◀新闻发
声人走访东高
地公园施工现
场，记录公园
建设。

▲新闻发声人吴文祺接受北京新闻广播专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