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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 创作精品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根本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

“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要
鼓励文化工作者像当年柳青、杜鹏程那样，走近人民、了解人民、讴歌人民，创作出更多更好的精
神食粮。”

6月29日上午，我区宣传系统召开了“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交流会。会上，区委
党校、区文委、区文联、区广电中心、区新闻中心、区网管办工作人员代表作了发言。

今天，本报特摘登他们的发言。

到基层群众中锻炼本领到基层群众中锻炼本领
区委党校教研室 盖芳

作为区委党校教研室一名普通教师，我有幸担任区理论讲师团的成员，深入街道、镇和社区
为广大人民群众讲课，有时也给驻区部队讲课。工作中，我坚持三个必须：一必须把党和政府的
声音原汁原味地传递给群众，不缺斤少两。二必须把群众的需求放在首位，不南辕北辙。三必
须把群众当做老师，向群众学习。其实，为基层群众讲课对我而言是一个极大挑战。

为上好课，我利用业余时间了解群众需求和区情特色。一次次与群众促膝谈心，一次次修
改完善讲稿,一次次完善自己，每次下基层跟群众在一起都是一次提高。我真正理解了人民群
众才是历史创造者，才是我的老师。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不久，我受约前往潭柘寺、清水
两镇宣讲。当时，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
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潭柘寺、清水两镇都将面临这一问题。课上，我以镇辖村庄为例做
了重点解析，大家听得都很专注。至今，教室里挺直腰背，双眼凝视着我的神情仍令我难忘。

区领导在讲话中要求我们：“开展工作要坚持以问题为导向。”我们做的《古村落旅游文化开
发探析》项目和成果转化就是如此。经多次推敲，我们决定以《古村落旅游文化开发探析》为题
申请立项。整整6个月，终于不负所托，课题顺利结项。经区领导同意，在《北京调研》上刊发。

有了第一次科研的尝试，我明白在经济社会发展、群众福祉民生中存在一系列亟待关注的
问题，需要我们深入生活去发现和研究。目前，我们结合东辛房街道圈门拆迁工作经历，申报的
《拆迁过程中群众利益保护问题调研》被北京市思想政治研究会列为基层重点课题，并顺利结
项；撰写的《门头沟城市化进程中产业结构优化研究》得到区委书记韩子荣批示，并获得市委党
校优秀科研成果奖。我深刻地认识到：只有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从经济社会生活中寻找工作的
突破口和抓手，才能完成满足人民生活需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被社会肯定的成果。

鲜活感人的新闻在基层鲜活感人的新闻在基层
区广电中心 王正

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基层和群众是情感之根、精神之魂。新闻工作者要把镜头和
话筒对准普通群众,聚焦平凡人物,记录城乡基层的可喜变化,用鲜活生动的报道引起广泛
共鸣。

记得去年底，我们报道斋堂镇法城险村改造，这种题材可以做成成就性报道，也可以
做成社会新闻，但社会新闻的可观赏性要比成就性报道强很多。我们在确定采访人物的
时候选择了一家农户，老俩口都60多岁，儿子儿媳孙子平时都在门城，周末回去。改造完
村里给了4套房子，大多数时间都是老俩住。见到我们来采访，老俩很热情，但明显能感
觉到他们对摄像机犯怵。看到这种情况，我们分出记者出去拍空镜，我留在屋里跟老俩
聊天，天南地北，邻里家常，得知老人得了孙子后，就开始跟老人聊孩子，尽快拉进双方距
离，消除老人的紧张感。

一个多小时，老俩渐渐跟我们熟了，很多心里话也愿意跟我们说了。这个时候，采访
的时机到了，我们准备好设备，用聊天的方式，引导他们说出心里话，对搬迁改造的看法，
改造自己掏了多少钱，新房子有哪些好处？很多发自肺腑的话，都是我们之前预想不到
的，效果非常好。临走，大妈拉着我说，现在油改气用着确实干净，但是价格贵，现在清洁
能源都有补贴，我们这个能不能有？什么时候有？在组合稿件的时候，我们想到了这个
问题，觉得这也是一个好的新闻点，百姓提出问题，我们立刻在新闻里解答，这是一种非
常好的处理方式，于是我们联系了区农委相关负责人，对法城油改气的补贴情况进行采
访，并在第一时间告知他们，老人对我们万分感谢。节目在北京新闻播出，我们还制作成
了一条长消息，参加了“华彩杯”北京电视新闻评奖，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对于我们媒体人来说,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最关键的是要深入基
层、深入群众,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倡导清新朴实的文风，努力从基层找选题。有一
点我们一定要牢记：基层是新闻报道永不枯竭的源头活水,最鲜活的素材在基层,最感人
的故事在基层。

生活为源生活为源 人民为本人民为本
区作家协会主席 马淑琴

在深入生活和创作实践中，我体会，没有生活，就没有文学；没有人民群众的创造，就没有文学。
生活为文学之源，人民乃文学之本。我常怀一颗敬畏感恩之心去深入生活，采撷文学的种子，激发文
学的灵感。

生活中有感人至深的故事
为反映改革开放30年山村发生的深刻变化，我曾在我区最远的清水和斋堂两镇深山农村住了近4

个月，走了15个村，采访了近100名村干部和村民，听到了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比如，一个村民在改
革开放前，在山沟里修路，每天照常上班，别人吃午饭，他却悄悄走开，找到一眼冻冰的山泉吃冰，一连
吃了7天，最后倒下了。村民用半碗碴子粥救活了他。改革开放以后，他凭诚实劳动致富，后来带领全
村致富。还了解到深山小村，村干部采取股份制解决资金，发展旅游，不仅使村民脱贫，而且走出一条
股份制的致富路。

在采访大拆迁时，了解到区原卫生局负责拆迁的同志，每天上门做群众工作的同时，先给村民量
血压、听心脏。有一个小伙子，给村民推煤，把自己当成村民的儿子。一个有抵触情绪的老大爷患脑
血栓，拆迁工作队员主动问老大爷多大年纪，然后说，您和我爸爸一样大，您就把我当儿子，有什么想
法跟我说，还主动给老人联系住院治疗，帮助办理住院手续，关照作手术。老人一出院，立即动员全家
签订拆迁协议，并带动了左邻右舍七八家。祁大爷家的两层小楼建得特别好，刚住了一年。但为了建
设大局，老俩口和全家一致同意拆掉小楼，为s1线让路。很多故事令人感动。

生活中有难以想象的艺术细节
如在采访改革开放之初，小煤窑的无序过度开采，严重破坏了山区生态，原本葱郁的大山被挖成

了“千疮百孔的蜂窝煤。”我看到窑场上一支九年生、开着九朵花的山丹被炸飞，于是，我写道：“一支九
年生的山丹花尸横山野”，那是“患了肺病的大山/空洞的胸腔/喷吐出的/一股鲜红鲜红的血。”由于煤
窑开采，地下水源遭到破坏，有的村庄不得不搬迁，家家柴门结满了蜘蛛网，于是写了：“遭遗弃的柴
门/陷入了与山里的蜘蛛小姐/千丝万缕的网恋/凄凄荒草/用荒芜的内心/回忆昨天扶摇的炊烟……”

采访中，不仅深刻感受到山区农村和农民的巨大变化，也采访到许多可歌可泣的人物和事迹，交
了许多朋友，写成了三千行长诗《山月》，后来通过半年时间的深入采访，写了反映绿色奥运的报告文
学《为了如约的绽放》，又用两个月采访了我区在46天时间里搬迁的永定镇的11个村庄，写了报告文学
《京西大拆迁》；六七次深入龙门口村，写了报告文学《老会山村圆梦记》。本月11日，又在北京日报以
整版篇幅发表反映我区煤业文化的报告文学《点燃黑色记忆》。

今后，我要始终坚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永远为人民书写、为时
代讴歌。

扎根群众扎根群众 回归本真回归本真
区新闻中心 李季

从事新闻工作4年来，我走过很多地方，也撰写了不少新闻报道稿件，但体会最深的
还是那些真正写出了“本真”的报道。

若想要做到新闻报道客观、真实，就需要在现场直接观察。而这就要求记者必须距
离新闻现场足够近！这个“近”，在我理解，其实就是走近基层百姓的生活、走进他们的
内心。只有深入生活、扎根群众，才能让报道有感染力。而深入生活的前提，则要求我
们做到“勤”。这里的“勤”，说的不止是要做到勤于思考、勤于动笔，还要做到勤于跑腿、
勤于体验。

2014年初，一些市民反映890路公交车进城难，不能满足早晚市民通勤需求，区委、
区政府得知这一消息后，广纳群众意见，优化公交线路。为更好地反映市民关心和政府
重视的问题，我先后亲自乘坐890路、964路、965路等路线公交车进山、出城，采访乘客和
司乘人员，了解行车路线，记录路程堵点，掌握客流变化情况，以事实为依据，采写出了
《优化公交路网方便群众出行》、《“老司机”保驾“新路线”》等5篇报道，刊登后，有效宣
传了我区公交系统优化调整后的实施政策，将政府部门倾听群众合理性建议、方便小区
居民出行的举措宣传落实到位。

都说党报记者是党、政府和人民的耳目喉舌,要当好政府与基层群众联系的“桥梁”，
就更要多深入基层，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

大家都知道，采空棚户区改造工程是我区的“一号民生工程”。这项工程实施以来，
我个人就采写了50多篇有关棚改的新闻报道稿件。

现在回忆我第一次走进采空棚户区的感觉，用“触目惊心”4个字来形容一点也不为
过。当时，我看到很多房屋由于年久失修，绝大部分外墙风化严重，内墙墙皮脱落，甚至
有房主在屋内摆放脸盆，以防止雨水打湿被褥。棚户区周遭恶劣的环境，令我很难想
像。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切身的体会，才让我真正理解了，棚改工程的实施对棚改居民来
说，无疑是圆了他们那曾经遥不可及的住房梦，也正是因为和棚改居民们有过很多次的
接触与交流，我才能把他们对党和政府的感谢之情融入于新闻报道的字里行间，传递到
每一位读者的心中。

脚下沾有多少泥土，心中就会积淀多少深情。只有深入生活，才能体会群众的苦与
甜；只有扎根群众，才会真帮实干、服务群众。

贴近网民贴近网民 服务人民服务人民 唱响网上主旋律唱响网上主旋律
区网管办 杨忠敬

在当今互联网时代，网络舆论引导工作成为宣传工作的重中之重，如何做好本职工作，是我
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通过“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使我对自身的工作有了更加
深入地认识。

去年初，区委宣传部要求我们“借助新媒体推动我区农副产品市场化进程”。第一步是为
“泗家水”香椿进行网上宣传。刚接到领导下达的这项任务，心里很排斥，也很迷茫。从小在城
市里长大的我，与农村农民几乎没有过接触，更不知道怎样将雁翅大山里的香椿推销出去。为
做好宣传策划，在办领导的带领下，驱车去雁翅镇泗家水村五六次。来到田间地头，脚踩土地，
同香椿老农深切交谈后，才了解到：他们辛苦一年孕育的红头香椿，如果不能及时销售，一年的
辛苦将付之东流。望着农民布满老茧的双手、紧皱的眉头、热切期盼的目光，我突然意识到自己
工作的意义和价值。

经过精心策划，我们帮助泗家水经济合作社开通经营“香椿老农”网上淘宝店，订单不断。
组织网络媒体对泗家水香椿品质进行宣传报道。在徒步大会会场，我们还帮助香椿老农设立展
位，半天时间就销售了100多箱香椿。

当泗家水村支书拉着手感谢我们的时候，我们心底除了欣慰和感动，更多的是对于这份职
业的自豪和荣耀。由于这次宣传的成功，很多基层单位都陆续主动找上门来请我们帮忙宣传。
我们先后策划、组织“看梨花落雪，赏贡梨飘香”跑步比赛、“大红樱桃，甜美王平”亲子采摘游等
线上线下活动，取得良好宣传效果。这些经历，改变了我的人生观，人民群众才是宣传文化工作
的根，只有根植于人民，我们的工作才能有真正的价值。从此，“为人民群众谋福祉”，也成为了
我们这一批80后从事网络宣传工作的准则。

以人民群众的角度、立场来宣传我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成就，让全区百姓体会到区委、区
政府的工作为我们生活带来的福祉。在网络宣传工作中，我逐渐理解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
作座谈会上所讲“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
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的真正内涵。

深入生活深入生活 创作精品创作精品
区文化馆和谐之声合唱团团长 佟继昆

作为区文化馆的一支文化志愿者服务团队，自2007年组建之初，就明确提出：和谐之声合
唱团要紧紧围绕我区文化事业的主导思想，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创作精品，在群众中普及知识、
培训业务，让更多的人用歌声歌颂我们的党，让更的人传递社会正能量，为我区的文化大繁荣、
大发展贡献我们文化志愿者的微薄之力。

和谐之声合唱团是根植于我区老百姓的合唱团，从火热的生活中汲取创作灵感，形成有特
色的品牌，一直是我们的自觉追求。和谐之声的品牌就是要搞好门头沟合唱原创作品，宣传永
定河文化，普及传唱门头沟区新风貌原创歌曲。围绕我区最大的民生工程——棚改，我们邀请
国家一级指挥关序等专家和区文化馆干部杜晓及我团常任指挥王磊，创作了10首反映棚户区
改造后我区新风貌的原创歌曲，在全区范围内得到了普及、推广和传唱。同时，印制了《家乡的
旋律——门头沟区新风貌原创歌曲》的歌本5000本，和《家乡的旋律——门头沟区新风貌原创
歌曲》广场舞版CD光盘500张。

在做好示范引领的同时，我们还坚持深入社区，走进群众中，普及我们的作品，培训合唱技能，
使歌颂我区建设发展、人民美好生活的这些原创歌曲，在群众中生根开花。例如：定期深入到黑山
公园、葡山公园、滨河公园、永定楼广场、永定河文化广场等5个公园和向阳社区、双峪社区、龙门
新区、石门营新区、阳光绿苑等10个社区，免费发放歌本和CD光盘，进行现场推广、传唱。

2010年，合唱团参加北京市农民艺术节合唱大赛，获得金奖，同时获得“北京市标杆合唱团
队”的荣誉称号；2011年1月获得由北京市精神文明办公室颁发的“北京市精神文明团队奖”；
2014年12月代表门头沟区参加了北京市民合唱大赛，取得了金奖好成绩。

在这8年中，我深深体会到：文艺必须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必须服务群众、引导群众，才有
真正的生命力。生活是文艺创作永远取之不竭的源泉，群众永远是我们前进的动力。作为一名
文化志愿者，我感到由衷的自豪，我将和其他志愿者一道，继续把文艺的正能量传递下去，让群
众越唱越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