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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0 月 11 日 ，是
中国共产党新闻名家、新华
社名记者穆青逝世 20 周年
纪念日。 斯人虽去，他“勿忘
人民”的新闻精神、家国情怀
和优良传统却永为世人所

铭记……

“周口是我的祖籍之地”
穆青是二十世纪中国新

闻史上最具影响力的记者

之一。 关于他是哪里的人，
社会各界众说纷纭。 穆青在
不同场合不止一次表明：周
口是他的祖籍地，他是周口
人。

张新安 、 买光远曾在
《穆青与周口 》 一文中写
到：“2002 年 3 月，81 岁高龄
的穆青在接待周口去的造

访者时，明确而肯定地叙述
自己的祖籍。 ‘我出生在蚌
埠 ，10 至 16 岁随家庭在杞
县上学。 参军后， 在登记表
上 ，我填的是杞县 ，从此说
我是杞县人。 其实我的祖籍
是周口， 应该是周口人。 我
的祖父、父母都是在周口度
过了最为困难的时期……’
这次谈话，穆青还透露了他
在周口市的西华县 、 项城
市、沈丘县的几门亲戚。 ”

时任周口地委办公室主任的马远征告诉

记者，1987 年 3 月 7 日， 穆青在给他的回信中
说：“谢谢你给我送来周口地区养牛业发展的
好消息，看看心里真高兴。 周口是我的祖籍之
地， 我关心周口的建设和发展是理所当然的，
可惜我只是一介文人， 帮不了家乡多少忙，惟
有给点精神鼓励而已 ，把周口建设好 ，主要还
得靠你们。 ”

“每次来扶沟，（我）都会发现一些新事物，
一些新变化、新成就，一些令人兴奋的东西。 ”

从 1982年 9 月初到扶沟高河套大队，再到
1999 年 10 月在扶沟田间见到久未谋面的老朋
友何长义， 穆青先后 8 次来到扶沟深入一线调
研，时间跨度将近 20年。

穆青缘何多次来扶沟？ 穆老告诉当年他在
扶沟的朋友们：“每次来扶沟，（我） 都会发现一
些新事物，一些新变化、新成就，一些令人兴奋
的东西。 ”

高银芳 、 董胜军在 《穆青的扶沟情 》写
道 ：“（穆青）他每次来扶沟，乡情融融，对扶沟各
项工作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支持 ， 也寄
托着他对扶沟人民的厚爱之情 。 他是扶沟经
济发展的指路人，是扶沟人民的好朋友。 ”

“勿忘人民”
穆青一生满怀对人民群众的一腔挚爱，从

心底发出“勿忘人民”，他也在 60 余年的新闻实
践中始终力行、阐释和表达着“勿忘人民”精神。

“从思想上来说， 任何时候都不要忘了人
民。 特别是在人民遇到困难时， 要想法帮助他
们； 在他们有意见没处讲的时候， 要反映他们
的呼声； 即使百姓富得流油了， 也不要忘记他
们， 看看他们还有什么要求。” 当年随穆青采
访的青年记者马明超、 刘彦章曾专门撰文回忆
穆青对他们的嘱咐。

在穆青笔下，工人的旗帜赵占魁，“铁人”王
进喜，“啥也别想挡住俺” 的棉花专家吴吉昌，
“老坚决”潘从正，红旗渠畔的除险英雄任羊成，
改革的带头人阁建章，退而不休的郑永和，农民
的“财神”刘凤理……这些人，都是扎根基层、奋
斗不已、无私奉献的典型，又都是整天与机器、
与土地、与农民为伍的普通人。

“赤子情深终未改”。 穆青，永远“对得起老
百姓”。

践行穆青“勿忘人民”新闻精神
做党和人民信赖的新闻工作者

●周青骥

������ “勿忘人民 ” 是中国新闻界的杰出代表 、 新
华社原社长穆青一生恪守的座右铭， 是他从新闻
实践经验中升华出的理论结晶， 亦是他一生践行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真实写照。

“人民群众的实践是我们记者赖以生存的沃
土， 要做一个有成就的记者， 必须熟悉我们的国
情和民情 ， 必须熟悉我们的历史 、 我们的人民 、
我们的政策， 必须懂得基层社会、 基层工作是怎
么回事， 必须懂得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 ， 自觉地
建立与人民群众水乳交融的思想感情。” 这是穆青
第一次明确提出并较为全面地阐述 “勿忘人民 ”
的思想。

穆青曾六到周口 、 八下扶沟 。 周口是他的故
乡， 也是他持续关注的 “调研基地”。

1982年， 穆青首次到周口采访。 那时， 人民生
活不富裕， 农村改革刚刚开始。 在采访中， 他从养
牛业中看到了农民致富的希望和方向， 采写的 《谁
有远见谁养牛》 一时影响巨大， 成为推动当时农村
经济发展的 “风向标”。

“谁有远见谁养牛” 一时间成为口号， 出现在
文件中、 讲话里， 更有不少群众将其作为标语直接
刷在墙上。 从那之后， 穆青便把周口作为他联系农
村的点、 调查研究的基地。 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
隔一两年就到周口走走看看， 或与他熟识的老朋友
们叙谈， 或是出点新主意， 或是写一两篇反映最新
变化的文章。 他热爱这片土地， 热爱这片土地上的
人民。 正是因为他将心底那份对祖国、 对人民博大
而深厚的爱转化为文字， 才使得他笔下的新闻作品
饱含激情。

1993 年冬天 ， 72 岁高龄的穆青到周口采访 。
他在和周口的青年记者朋友马明超、 刘彦章等交谈
时说： “做一名有所作为的记者， 不要脱离实际，
不要脱离群众 。 就这两条 ， 非常重要的两条 。 ”
“优秀的东西、 典型的东西， 都来自群众， 不脱离
群众， 就能发现好的典型。 光在上面转， 写不出好
东西。”

历史唯物主义者认为 ，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
体， 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 ， 是社会变
革的决定力量， 在历史发展中具有巨大的推动作
用。 在新闻实践过程中， 自然也要尊重人民群众
的主体地位。 马克思结合多年的办报实践也总结
道： “民众的承认是报刊赖以生存的条件 ， 没有

这种条件， 报刊就会无可挽救地陷入绝境。” 穆青
也曾饱含深情地说 ： “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 、
历史的主人， 我们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都
是人民创造的 。 他们才是我们新闻报道的主体 、
我们新闻工作的服务对象。 我们没有理由轻视他
们， 忽视他们。”

在穆青一生的新闻实践中 ， 人民群众始终被
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

今年是穆青逝世 20 周年 。 作为新时代的
青年记者 ， 我们该如何去学习 、 怀念穆青 ？ 如
何传承好 、 发扬好穆青 “勿忘人民 ” 新闻精
神 ？

———我们要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
“勿忘人民 ” 与马克思最早提出的 “报刊具有人
民性 ” 的观点相一致 ， 也是穆青一生践行马克
思主义新闻观的真实写照 。 作为无产阶级新闻
工作者的我们 ， 要为人民服务 、 为社会主义服
务 、 为全党全国工作大局服务 ， 要扎根群众 ，
反映人民群众的愿望与呼声 ， 讴歌人民群众的
伟大创造 。

———我们要履行好新时代赋予的职责使命。 坚
守初心本色， 与党和人民同呼吸、 与时代共进步、
努力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 坚持正确政治方向，
做政治坚定的新闻工作者； 坚持正确舆论导向， 做
引领时代的新闻工作者； 坚持正确新闻志向， 做业
务精湛的新闻工作者； 坚持正确工作取向， 做作风
优良的新闻工作者。

———我们要以实际行动践行 “四力 ”。 “脚
力 ” 要在往基层走 、 到群众中去的路上锻炼 ；
“眼力 ” 要时刻紧盯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 ；
“脑力 ” 要多思考怎样才能把党的声音更好传播
到人民群众中去； 而 “笔力 ” 则要书写好新时代
新征程上广大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共同奋斗的精

彩故事。
当前， 第二批主题教育正在全党开展。 我们要

牢牢把握 “学思想、 强党性、 重实践、 建新功” 总
要求， 到基层去、 到一线去， 像穆青那样开展调查
研究， 做到身在基层更要心到基层， 在调研中求答
案、 解难题、 促发展， 在新闻实践中传承、 发扬穆
青 “勿忘人民” 新闻精神， 永葆对党和人民群众的
忠诚和热爱， 努力为党的新闻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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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黄佳 通讯

员 穆新） 10 月 21 日，由新华通
讯社—郑州大学穆青研究中心
主办的“勿忘人民：新时代 新媒
体 新记者暨纪念穆青逝世 20
周年”学术研讨会，在郑州大学
成功举办。

来自新华社、 河南日报社、
河南大象融媒体集团、周口日报
社等媒体机构，以及中国传媒大
学、北京外国语大学、西北大学、
河北大学、河南大学等高等院校
的新闻传播学界、业界的十余位
专家学者出席。

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院长、穆青研究中心研究员张举
玺教授代表主办单位致辞。他深
情回顾与穆青的渊源，细数穆青
研究中心的发展历程和发展成

果，并对各位嘉宾的莅临表示诚
挚欢迎和感谢。

在主旨演讲环节，新华社研
究院新闻史研究室主任万京华

分享了《战争年代新华社特派记
者群体研究》。他结合朱穆之、华
山、刘白羽、李普、安岗、穆青等
特派记者经历和其新闻名篇，勾
勒出当年特派记者的群像。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二级教

授常志霞发表题为《做穆青一样
的记者：新时代新闻创作的实践
与反思》的报告。 她结合自己主
创的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女儿
本色》《小村故事》 谈了创作体
会，并由此提出新媒体情境下的
新课题、新思考：如何才能像穆
青那样，做新时代的好记者？

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

究所所长荆学民教授从中国政

治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方位、中
国如何斗争以及以“中国式现代
化”的战略应对三个方面作了题
为《当下世界格局中的中国政治
传播》的专题报告，并就大家关
心的内容和与会人员进行交流。

1983年春，穆青代表新华社
党组向中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

色的世界性通讯社构想。值此构
想提出 40 周年之际， 穆青研究
中心副主任刘宪阁教授从今年

春天中国与洪都拉斯建交后，新
华社建成第 182 个驻外分社谈
起， 勾勒穆青这一构想的缘起、
内涵与演进等。

在“勿忘人民：追忆与传承”
座谈环节，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河
南大河数字技术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张红梅、河南大象融媒体集
团宣传主管李婷结合新闻工作

实际谈了感想。周口日报社党委
委员、副总编辑刘彦章曾在 1993
年陪同穆青采访。结合这段难得

的经历，他向大家分享了自己眼中的穆青，特别是穆青对新闻后
辈提出的两个“不要脱离”：不要脱离实际， 不要脱离群众。 先后
毕业于河南大学、郑州大学的本报记者沈铎，结合出生在开封、
工作于周口的经历，从“认识穆青”“走近穆青”到“成为穆青”三
个方面即席谈了体会。

围绕 “新时代 新媒体 新记者： 多维视角下的穆青研究”主
题，来自郑州大学、西北大学、河北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等高校
的专家学者分享了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和心得体会。

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导师、 穆青研究中心研究
员褚金勇探讨了文人报国视域下穆青的志业选择： 到底是当作
家，还是做记者？

河北大学彭翠副教授、 西北大学研究生詹依依通过研究穆
青晚年同事郭超人的新闻实践， 探讨如何更好报道攀登珠峰这
样的体育新闻，以及新时代记者的职业操守和涵养之道等。

曾就读于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吕舜同学结合 《纽约
时报》有关党的二十大的报道，谈了自己的研究成果———西方媒

体如何对中国共产党进行选择性的形象建构。
在互动讨论环节，穆青研究中心研究员申爽提出，要注意新

闻背后的复杂运作。 刘彦章则结合工作经验，补充指出要注意报
道背后的深层次因素， 比如王富洲当年登顶珠峰在今天看来或
可总结为体育新闻，但在当年，更多是政治传播。 荆学民教授结
合自己 15 年的政治传播研究，深入浅出、生动形象地阐释了什
么是中国特色的政治传播。

在捐赠环节， 刘彦章代表周口日报社向郑州大学捐赠三册
《穆青与周口》，填补了郑州大学现有相关研究资料的空白。

据了解，今年以来，郑州大学已成功举办两场纪念穆青的学
术活动。

������“勿忘人民”是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训，图为设
立在该院门外的穆青手书纪念石。 记者 沈铎 摄

图为出席纪念穆青学术研讨会的社会各界专家学者。通讯员 穆新 摄

图图为为““勿勿忘忘人人民民：：追追忆忆与与传传承承””主主题题座座谈谈会会现现场场。。 通讯员 穆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