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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双“新闻眼”

2016年，吴文祺所在的东高地社区开始创办东高地社区
报，喜欢关注身边温暖故事的吴文祺积极报名，成为了一名信
息员。“年龄大了，对着电脑编辑的活我干不了，但提供稿件，
挖掘素材我在行。”

于是，吴文祺把目光对准社区，逢人就爱聊上一番，留
意有没有值得挖掘的事。她也喜欢拍照，“今天社区又多
了几张休息长椅，垃圾桶站前的垃圾分类又比昨天规范了
些，55号楼前的堆物堆料不见了……”社区的点滴变化，都
是吴文祺眼中的好素材、好镜头。记得那年，经常和吴文
祺一起晨练的一位邻居因故要回老家，两人相处了快十
年，默契十足。临别之际，吴文祺为她创作了一首送别诗，
登载在了社区报上。“那份报纸我现在还留存着，它见证了
我们之间深厚的友情。”吴文祺说。

2017年夏天，区融媒体中心为动员百姓参与到基层治理
中来，组建起社区新闻发声人队伍，由于东高地社区有报刊经
营基础，便在这里挖掘出了首批发声人，吴文祺便是其中之一。

“新闻发声人大多是党员，他们来自各行各业，都属于‘草
根’新闻人。”吴文祺说，从信息员到社区发声人，变的是称谓，
不变的是传递温暖的初心。

队伍成立了，该如何发现好故事呢？“当时还有两个月就
要迎来教师节，我便把目标锁定在了教师职业上，有一天我突
然发现，我的大家族不就是现成的新闻素材吗？”

吴文祺的家庭是东高地社区典型的书香世家，自己是区
培智中心学校首任校长，姥爷和母亲都是老师，老伴金声是丰
台区东高地青少年科技馆首任馆长，整个大家族里四代从教，
有 21位教师，教龄加起来超 600年。

“我把我家的情况梳理成一个简单的新闻线索，递给了区
融媒体中心，没想到大家对我们的故事非常感兴趣。那年的
教师节前后，家里隔三差五就会迎来记者，我们的故事被越来
越多的人知道。”说到这里，吴文祺很是欣慰，“家庭对我的影
响太大了，它给予了我前行的力量。希望通过我们的故事，能
让更多的人加入到教师行列中。”

2021年底，一篇新闻报道“谁动了我的‘绿桶’？这个新闻
发声人的‘寻桶行动’不简单！”登上了新华社官方账号，此
后被各大媒体转载，新闻里的主角就是吴文祺。

自 2020年北京开始推行垃圾分类新规起，吴文祺就
严格遵守垃圾分类规定，“厨余垃圾放绿桶，有害垃圾放
红桶，纸塑金布放蓝桶……”对于垃圾分类标准，吴文
祺熟记于心。然而有一天，吴文祺在下楼扔垃圾时，
发现楼下的绿桶不见了踪影，焦急的她赶忙去物业打
听是怎么回事，工作人员却告诉她，“有没有绿桶一个
样，很多居民都不分类，我们回去还得再分拣。”吴文
祺手拎垃圾袋，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垃圾分类都一
年多了，分类设施怎么能说撤就撤呢？得出出“招”，
想办法把绿桶找回来。

吴文祺想到了自己的社区新闻发声人身份，犹豫了
一会儿之后，便在发声人“随手拍”群里为消失的绿桶发

声，“垃圾乱投证明宣传不足，社区应该加强引导。不设厨余
垃圾桶是错误行为，希望能引起有关部门重视。”

消息发出后，立刻得到了街道相关部门的积极响应，“谢
谢您的监督，我们马上整改！”“我盯着督办并认真调研，推动
咱们街道做好垃圾分类！”

半小时的工夫，工作人员就把消失的绿桶送回来了，吴文
祺非常高兴。

“其实发的时候我很犹豫，感觉这是社区负面话题，会不
会不大好？”事后，吴文祺对社区书记道出了顾虑，但社区书记
笑着对她说：“吴阿姨您多虑了，您这属于‘未诉先办’，实际上
已经在参与社区治理了，社区应该多点您这样的社区发声人
和绿色践行者，大家共治社区，才能共享美好。”

吴文祺积极践行垃圾分类的行动成了街道的典范，很多
人还纷纷效仿她做饭时准备一个干净小盆，专门用来放厨余
垃圾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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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东高地街道东高地社区的吴文祺是第一批社区新闻
发声人，参与项目已有 7年。没事去居委会转转，看看社区的
新变化，拿起手机拍个短视频，传到发声人微信投稿群里，这
是吴文祺的生活日常。78岁的吴文祺退休前是丰台区培智中

心学校的校长，退休后，却以一名新闻人的标准要求自己。“教
书练就的文字功底还在，总想着能为社区做点事，宣传工作就
正对口。”在吴文祺眼里，花开虫鸣、邻里帮扶、社区共建都是
好的素材。“只要留心，处处皆新闻。”吴文祺说。

从信息员到社区发声人 初心不变

参与社区治理“发声”更要“出招”

除了做个生活中的有心人，吴文祺还加入了社区的“为老
服务探访团”，探访团以“小老助大老”为宗旨，一对一为困难
老人提供帮扶。如今，探访团成立已有 13年，从年龄上来看，
吴文祺已成为了一名“大老”，但她身体十分硬朗，依然时刻关
心着自己的帮扶对象杨阿姨。

杨阿姨住在吴文祺隔壁楼，吴文祺回家时，没事便会去看
看自己的姐妹。“杨妹子身体不好，又一个人住，我一有空便会
去陪她说说话，帮她做点家务。这几天她还要去医院做个肠
胃镜，我正在帮她咨询医院。”吴文祺说。

为老服务不能只“居家”，在探访团将近一百位志愿者的
集体出谋划策下，团队每隔一段时间便会举行各种各样的活

动。“插画比赛、扑克牌益智比赛、合唱比赛、象棋大赛……我
们根据老人们的喜好量身定制活动类别，不管是老人还是志
愿者，都能从中收获快乐。”

吴文祺作为新闻发声人，这些活动是她的鲜活素材来源。
每次一有活动，她都是最忙碌的那一个。“刚开始我只是拍照
片，后来觉得拍视频更直观，便开始拍视频。拍摄时选取什么
样的角度，如何展现我们昂扬的精气神，拍完后配什么文字，我
得不断去思考和尝试，一场活动下来，手机里的活动照片、视频
能有几百个，逐渐也摸出了点门道来。”吴文祺笑着说。

这几日，吴文祺家楼下的玉兰花开得正艳，她经常驻足树
下，对着花朵尝试各种拍摄角度，酝酿辞藻。吴文祺正在用一

双“新闻眼”，不断发现
身边的美景、好人、暖

事，让丰台之声传
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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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里的新
闻人。

吴文祺老人用纸笔记录
着社区里的大事小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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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家乡美

在丰台区，有这样一批社区新闻发声人，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有故事、能发声、懂
宣传。他们用纸笔、用镜头，书写身边有“温度”的人，挖掘社区有“鲜度”的事，参与基
层治理，传递社会正能量。

社区新闻发声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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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更多人成为老百姓的“金
话筒”。如今，这支新闻发声人队伍已有一千多人。本期开始，本报将目光锁定在社区
新闻发声人身上，在一个个动人故事里，看他们如何为社区代言，为居民发声。

开
栏
语

▲

▲

▲

本版文/记者 张怡飒
摄/记者 姜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