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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清晨看过株洲的第一抹晨曦，在夜里看过城市的万家灯火。每一件凝聚市民关注、牵动市民情感的事件
背后，都有记者的足迹。寒来暑往，记者永远在路上，“我在现场！”就是记者的日常状态。今天，让我们看看，在记者
眼中，今年最难忘的一次采访经历是什么，收获了哪些惊喜和感动。

兄 弟 患 癌 后 说“ 想 出 去 走 一
趟”，54岁的贺湘闽借钱买车，10月
2 日从株洲出发，载着老友旅行圆
梦。30 多天过去了，贺湘闽和老友
梁成去往了广西、贵州、云南。我持
续跟踪报道，他们的事迹感动了全
国网友，我也很荣幸成了贺湘闽的
朋友。他喊我老弟，我呼他贺哥。

一个月前，我翻看朋友圈时，看
到了贺哥的事迹，深受感动。职业
敏感性提示我，这是一则值得跟踪

的新闻，这是一个值得讲述的故
事。平日里，贺哥要开车，还要做
饭，一天下来空闲的时间并不多，接
受采访的时间很有限，但他每次都
抽空接受我的采访。后来，我们慢
慢形成了默契，每周相对有个固定
的时间打电话聊聊天。话题很轻
松，主要是听他们讲述一路上的见
闻，看看他拍的好风景。我跟他开
玩笑说，他带着梁大师去旅行，我跟
着他的图片和视频去旅游。当然，
贺哥也会跟我讲述他的一些困惑。
比如，他们的故事在报纸刊发后，瞬
间传遍了全国，十多家媒体要采访
他，还有朋友和网友要为他们募
捐。面对应接不暇的媒体采访和朋
友联系，贺哥说，他从来没有见过这
么大的阵仗，从没想到一篇报道会
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希望我通过报
道表达他的一些想法和观点。于
是，我写了篇报道，讲述他们只想
简单地生活，谢绝馈赠。

贺哥是一个性格随和的人。经
过这些天的相处，我们也越来越不
客气了。比如，他想念家乡的剁辣
椒了，我就给他邮寄过去；我想要尝
下传说中可以让任何食物都会变甜
的神秘果，也会毫不客气地要他邮
寄几颗给我尝尝。

采访中，我认了一位大哥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何春林

▲何春林在炎陵采访期间留影。

山西小伙儿田健潇是株洲广播
电视台的一名广播记者，从湖南工业
大学毕业后就成了株洲新闻广播
FM101.2的记者。田健潇说，很多人
认为广播记者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可
在融媒体大潮的冲击下，每一名广播
记者都成了十项全能的“战士”。

从业 5 年来，田健潇成长很快。
如今，他视频直播、视频剪辑、出镜
样样得心应手，单反、运动相机等拍
摄设备也玩得很溜。田健潇说，这
些技能基本是自学的，这些年在工
作任务的鞭策下，他已经从一个“普
通宅”变成“技术宅”。

谈及采访故事，田健潇分享了
报道“中非铁海联运班列”那次采访
经历。

9 月 15 日上午，首趟中非铁海
联运班列从株洲正式发车，为了捕
捉到最佳画面，各家媒体都齐装满
员，一些电视媒体在现场架设了四
五个机位，空中、站台、列车上，基本
做到全方位取景。而当时，田健潇
手上只有两台手机和一支录音笔，
为了做好直播，他不得不用左手举
起自拍杆出境，右手拿另一台手机
拍摄现场画面，录音笔别在胸口口
袋收音，期间还顺带进行现场采访，
一个人干了几个人的活。

田健潇说，做广播记者5年确实
很辛苦，人少任务重，深入一线采访
从没打过“富裕仗”，不是自己一肩
挑，就是靠着同行们的帮助。可一
路走来，收获也是显而易见的。

采访现场，一个人干了几个人的活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廖智勇

◀田健潇
在采访现场。

受访者供图

今年夏天，猝不及防，株洲又
一轮疫情来袭，云龙成为此轮疫情
的最前沿。

短短几天时间内，随着确诊人
数不断增多，云龙的密切接触者和
次密接触者迅速增长。核酸检测、
小区封控、流调、交通管制、集中隔
离医学观察、新闻舆论宣传等各条
抗疫战线，人手都不够用。

当时，我刚刚做完疝气手术不
久，肚子上三个口子还没长好，走
路步伐大了都会疼。顾不上医生
要我尽量坐卧休息的提醒，我毅然
来到了抗疫一线，采写拍摄新闻素
材。因为，此时此刻，“每一位记者
都是战士”，普通市民、抗疫人员、
被隔离进行集中医学观察人员，都
需要及时了解抗疫的最新进展，需
要加油鼓劲，需要社会的正能量。

穿上防护服1个小时后，我就感
觉呼吸不畅，因为缺氧而头昏脑涨。

此时，我才深深地体会到学林街道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护士长罗丹穿着
防护服连续工作16小时晕倒后，第
二天喝了瓶藿香正气水再次走上战
场的坚强；体会到美丽的医护人员
剪掉了长发，确保防护严密的果决；
体会到核酸检测人员半夜做完检测
后，在岗位旁席地而眠的坦然；体会
到医疗废物处理工作者冒着倾盆大
雨，转运医疗废物的镇定。

在现场，感动无处不在。有萌
娃绘制彩笔画为抗疫加油打气，有
被集中隔离医学观察人员书写信
件向医护人员表达感谢，有志愿者
在室外 40 摄氏度的高温下转运生
活物资，有封控小区执勤人员强忍
着腰椎间盘突出坚守岗位，有交通
管控人员对手续不全的行人和车
辆的不放行不通融。

在抗疫现场，每一个人都是战
士。

抗疫现场，感动无处不在
株洲经开区融媒体中心/何勇

◀今年疫
情期间，何勇深
入隔离点拍摄。

最是生命无价，换你岁月静
好。当我们共享阳光轻柔、平安喜
乐的时刻，有这样一个群体在我们
背后忠诚坚守、默默付出。3 月 23
日，我市举办政法队伍教育整顿英
模事迹报告会。

五名英模代表从不同角度讲述
了他们在各自岗位的动人事迹。没
有豪言壮语，没有惊天动地，但宣讲
台上，那铿锵有力的语言、感人至深
的故事，直抵灵魂深处。

作为记者的我，走近这个群体
后，才知道他们如何“努力让人民
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

到公平正义”所做出的努力。其
实，真的没有什么盛世安好，只不
过有最普通的人，在负重前行……

小时候我经常问妈妈，英雄是
谁，他在哪儿，妈妈总会告诉我英
雄是孙悟空，那个时候我多想拥有
一个会七十二变的孙悟空来保护
家人，而现在，我知道谁是“孙悟
空”了，这些日夜值守默默奉献的
人就是“孙悟空”。作为一名政法
新闻工作者，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一
定要把这些“孙悟空”们的故事分
享出去、传播出去，让更多的人知
道，他们身边也有英雄。

岁月静好背后的负重前行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周圆

◀ 周 圆
在电脑前奋
笔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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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机构遍地开花
公办仍未萌芽

随着三孩政策的落地，
百姓对 3 岁以下婴幼儿托育
服务的需求也在进一步增
加。早在 2019 年，国家就发
布了《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
务发展的指导意见》，让托育
行业从业者看到了“曙光”。
2020 年出台的《湖南省卫生
健康委员会关于促进 3 岁以
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实施
意见》则明确，到 2021 年底，
每个市州建成 2 个以上具有
示范效应的婴幼儿照护服务
机构，每个县市区至少建成1
个普惠性婴幼儿照护服务机
构。到 2025 年，全省基本形
成“覆盖城乡、主体多元、设
施完善、管理规范、保障有
力”的婴幼儿照护服务体系。

在株洲，虽然民办性质的
托育机构随着市场需求的增
加早已遍地开花，但公立的托
育机构仍未萌芽。记者通过
咨询市卫健委了解到，目前我
市有90余家托育机构前来申
请备案，已有23家通过了备案
申请，这一数字仍在不断增加
中。市卫健委人口监测和家
庭发展科科长熊燕透露，有意
向申请备案的机构，可直接通
过手机APP提交相关资料，审
核通过后即完成备案。

业内人士提醒，想要选
择一家放心的托育机构，除
了看机构的证照是否齐全，
师资是否合规外，还应查看
教学环境、沟通教学理念，并
在签订入园协议时注意内容
有无“霸王条款”，保留好相
关协议与票据。

托育机构遍地开花
策划：李卉
执行：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赖杰琦

爱坐“摇摇车”的
biubiu
biubiu爸爸

萌娃征集令

你 家 宝 贝 有 没 有 超 级 萌 的 瞬
间？是不是说过令人捧腹大笑的“名
言”？与其在朋友圈里疯狂晒娃，不
如让更多人来欣赏娃儿的萌趣时刻
吧！赶快拿起相机或手机，拍下自家
萌娃卖萌撒娇或是搞怪有趣的一瞬
间，发送到zzrbsg@163.com，我们将
在“家有萌娃”栏目晒出来。

随着“三孩”政策的落地，0-3岁的孩子由谁带的矛盾也逐步凸显。上期亲子我们了解了我市部分家庭
带娃的日常，从中也发现部分家庭对托育服务有着急切的需求。其实，市场上各类托育机构一直都存在，
这些托育机构日常都是如何运行的？对师资有哪些要求？孩子们在里面每天都是做些什么？本期亲子，
我们探访了部分托育机构，试图进行解答。

▲某国际教育株洲中心托育班的孩子正在看老师示范如何叠衣服。（受访者供图）

墙面高达 1.3 米的防撞软装
潢，进门时换上特制鞋套……11月
2 日上午 9 点半，记者来到位于河
西某高档小区的某幼幼园时，首先
感受到的是这些细节上的“特殊
性”。去年 7 月，这家幼幼园正式
开业，专职服务 0-3 岁孩子，并按
照半岁一个班进行了划分。

该机构负责人张园长表示，自
己曾带队去深圳、上海、日本等地
考察，这些经济发达地区的父母在
托育一事上，观念要超前不少，很
多孩子才三、四个月就被送去了托
育班，“我们的想法也是让孩子三、
四个月就能够入园，但是目前并没
有家长这么做。”目前该园接收过
的孩子中，年龄最小的仅10个月。

而在另一家以早教为主，兼顾
托育服务的某国际教育株洲中心，
孩子的入学年龄则以一岁半为界
限。“我们提倡混龄教育，所以在入

学前会对孩子进行一定的观察，对
不适合入园的孩子会建议稍微大
点再来。”该中心负责人严胜华
说。这并非个例。记者咨询了我
市多家托育机构，大多都将入学年
龄限定在一岁半至一岁八个月，还
有的要求最低入学年龄在2岁。

在收费标准上，这些托育机构
则会根据孩子的年龄及自理能力
进行适当区分。记者发现，大多托
育机构的收费在 2000 元左右，但
对于那些不能独立走路、甚至只能
抱在怀里的孩子，会适当增加费
用。“毕竟老师付出的劳动要更多
一些。”张园长说。

什么样的孩子会选择入读托
育班？张园长介绍，通常是家长有
一定的教学理念，孩子没有人看
顾，或者说看顾者的教育方式得不
到家长的认可。

幼儿园的老师要求要有幼师
资格证，托育机构其实差别也不
大。在某国际教育株洲中心，老师
除了常规的幼师证外，还需要拿到
保育证、育婴证等相关证书。“老师
多拿一些证，也就多进行了一些培
训，同时更能证明其专业性。”负责
人严胜华说。

“我们的老师全部是学前教育
专业出身，正式上岗前还要进行专
门的培训。”张园长说。由于孩子
们入园时大多都无法独立吃饭、上
厕所，看护者的工作量比幼儿园要
明显多得多。“喂饭、换尿片、哄睡
……这些都对老师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张园长说，这需要老师有更
多的耐心和爱心。

在师资分配上，这些托育机构
基本都是按照4个孩子配1个老师
的比例进行的安排。严胜华表示，

这既符合国家的相关规定，也符合
日常教学的实际需求，“低龄孩子
在照看上，老师要付出更多精力。”

由于年龄偏小，幼儿园的孩子
日常一堂课的时间仅 20 分钟，动
静结合，这样更符合这个年龄段孩
子的专注力情况。而在学习内容
上，该园则设置了语言、色彩（美
术）、音乐、小手工作、生活、感统等
六大类，“整体来说与早教的内容
比较相似，都是符合孩子年龄段的
学习内容。”张园长说。

严胜华也坦言，由于年龄上的
相仿，托育班的孩子与早教班的孩
子，在课程安排上的相似度很高，
都是通过感统、语言、艺术、音乐等
方面进行学习训练，“但最重要的
是让孩子们学会日常生活，学着感
受周围的环境，准确表达自己的需
求和感受。”

门槛 曾接收过10个月的宝宝

师资有要求，内容与早教相似学习

现状

家有萌娃

biubiu 已经一岁三个月了，她喜
欢嘟嘟囔囔自言自语，喜欢摇摇摆摆
学着走路，对周围所有事物都充满好
奇，特别是对鲜艳的花草、新奇的玩
具、漂亮的衣服非常感兴趣。至于小
朋友都喜欢的摇摇车自然更不用说，
那是她的最爱。

平时下班后，我会和妻子一起带
着biubiu出门散步逛街，指着周围的
事物告诉她：这是汽车，这是房子，这
是水果店……她会睁着大大的眼睛，
伸着长长的脖子，四处探看，还时不
时咿咿呀呀学着我们说话。每次走
到母婴店，只要看到门口停着的摇摇
车，她就会兴奋地手舞足蹈，甚至挣
扎着想要脱离我的怀抱。我知道，她
是想要到摇摇车上去坐一坐。

那天晚上天气很热，我和妻子如
同往常一样，吃过晚饭后带着biubiu
出门散步，不知不觉中又来到了母婴
店门口。五彩灯光闪烁、音乐旋律流
转，biubiu 盯着摇摇车不肯离开。我
和妻子一商量，决定让她去坐一坐自
己的最爱。投入一元硬币后，摇摇车
缓缓摇起来，扎着“小天线”，撅着小
嘴巴的biubiu坐在车里十分高兴，笑
个不停。趁着她看向妈妈的时候，我
用手机拍下了这张照片，记录下这个
快乐的瞬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