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现代文学馆征集编目部主任慕津锋：这
本书具有极强的文献价值。如果有人想研究湛
江30年的历史与变迁，一定要读这本书。因为它
真实准确，具有地方志的特性，书中大量粤西地
区的报道案例，为研究改革开放后地方媒体与区
域发展互动提供了鲜活的素材。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副教授尚景建：写作是真
善美的结合。作者多年来秉持着新闻人的职业
操守，不仅客观、真实地反映新闻事件，如朱开甫
卖厂卖房拯救濒危“国宝”木兰、博士携妻驻村扶
贫等，还对人民群众的故事进行深入挖掘，让我
们看到最美奋斗者的身影。

人民日报出版社社长刘华新：好新
闻都是从大地里长出来的，也是从大地
里挖出来的，离大地越近就越容易挖到
好新闻。黄康生从大地里挖出来的新闻

“土特产”，既新鲜又有泥土味。这些新
闻作品不仅是新闻报道的典范，更蕴含
着对时代发展、社会民生的深刻洞察，为
广大新闻从业者提供了宝贵经验。

中国政府出版奖获得者、中央财经大学文化
与传媒学院副院长司聃：我在看到这部作品的时
候，总觉得这不是新闻作品，而是文学作品，这就
让我想到文艺作品中所要求的“文”和“质”。新
闻作品追求真相，文学作品讲究才华，而黄康生
笔下的新闻作品总时时闪现人性的温度，让我对
新闻作品有了新的认识，我会把这本书推荐给学
生好好读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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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凡脚力出精品

《好新闻靠挖》在京首发

好新闻靠挖，好新闻靠掘，好新闻靠
刨。2025 年 3 月 9 日，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
版的新闻作品集——《好新闻靠挖》在北京
首发。

该书收录了广东湛江日报社总编辑、高
级记者黄康生采写的70余篇获奖作品，并附
采访经过和专家点评。

范长江新闻奖获奖者，人民日报海外版
原总编辑詹国枢为该书作序。人民日报出
版社社长刘华新出席首发式。来自中国现
代文学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中央财经大
学等机构院校的研究人员和教师，分别对此
书的文本价值和社会意义做了精彩点评。

为理想信念而守望，为责任使命而守
望，为精神节操而守望。30 多年来，黄康生
用脚力、眼力、脑力、笔力采写一篇又一篇带
有红土味道、时代温度的新闻佳作。自1992
年起，黄康生年年都有新闻作品获奖，至今，
已连续获奖 30 年。他除了获得全国现场短
新闻奖、广东新闻奖、全国地市报新闻奖、中
国晚报新闻奖外，还获得了广东新闻界最高
奖——金枪奖。

黄康生常说：“当记者既要学会抓‘活鱼’，
又要化身为‘活鱼’畅游在人民群众的活水
里。”

特呈岛是一座仅 2.8 平方公里的小岛，
黄康生凭着一股韧劲，竟在岛上挖出 6条好
新闻。徐闻博爱村是一个十年九旱的村庄，
黄康生凭着一股热情，竟在“火烧坡”上刨出
3 条好新闻。东海岛是一座有“人龙”的海
岛，黄康生凭着一股血气，竟在岛上掘出7条
好新闻。他采写的新闻作品曾入选暨南大
学研究生考题。而这样的好作品在黄康生
的职业生涯中不胜枚举。连续多年获奖，他
也被戏称为获奖专业户。

黄康生与人民日报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渊源颇深。二十多年前他就曾在人民日报
社9号楼学习，多年来，在人民日报大地副刊
发表多篇散文。近十余年来，他又在人民日
报出版社出版了《携春而行》《向海而蓝》《新
闻触觉》等书，《携春而行》获得第七届冰心
散文奖、吴伯箫散文奖等奖项。《好新闻靠
挖》则是他在该社出版的第四部作品。

（文字：贾若莹 摄影：任泉）

我不认识黄康生。
然而，当我读完他的获奖作品集，我认识了黄康生。
这是一位终身追求新闻写作，不断培养自己“四力”

（脚力、眼力、脑力、笔力）的勤奋的记者。
虽然他已担任湛江日报社总编辑，但是，我更愿意把

他看作一个普通的记者。
因为，他的这些获奖作品，全是以一个普通记者的视

角而采写的。
为了采写《洋劳模“受奖”》一稿，他爬到一棵大树上隐

蔽观察。
为了采写《李文湘“叫卖”科研成果》一稿，他竟在海上

颠簸十余天。
为了弄清市区菜价暴涨的原因，他当了两回菜贩子。
为了挖到黑恶势力的“猛料”，他曾乔装成拉客仔，潜

入“虎穴”，险些被黑恶势力的刀锋刺伤。
为了查清灌水肉屡灌不止的原因，他乔装成“猪肉

佬”，深入到屠宰场“挖料”。
为了采写湛江防控“非典”的长篇通讯，他深入到湛江车
站、发热门诊、定点医院现场直击。

为了推出抗击新冠疫情系列报道，他策划推出了《以
非常之力迎战非常之疫》《“抗疫”十二时辰》《战“疫”日记》

《严防严控》等专栏，并身先士卒，深入到医院、隔离酒店蹲
点，寻找第一手材料。

为了推出《温厚徐闻人》系列报道，他大胆向徐闻县委
提出设立隔离酒店安置滞留在海安的湖北籍旅客的建议，
随后组织记者、编辑、评论员撰写稿件发表评论，扭转了“谈
鄂色变”的舆论导向，唱响“隔离病毒不隔离爱”的主旋律。
紧接着，他又在疫情最为吃劲的危险关头，来到海安码头隔
离点、徐闻运通酒店采访，慰问许姐志愿者团队，推出了一
系列融媒产品。后来，他又策划推出《许姐武汉探亲记》《英
雄武汉温厚徐闻》《情定祖国大陆之南》等系列专题。

为了推出《东海岛沧桑巨变》长篇通讯，他曾七次进
岛、八次入钢厂、九次进农家。

……
不用再赘述了，从这些“为了”中就足以看出黄康生的

《好新闻靠挖》是怎样挖出来的。从这些“为了”中就足以
看出黄康生是如何保持新闻定力、坚守媒体信仰的。

非凡脚力出眼力。眼力是记者职业素养的外化，表现
为对新闻的敏感度和发现力。黄康生常说，当记者就要练
就一双“新闻眼”，既见人之所见，亦见人之所未见。只有

以犀利、睿智的眼光见人之所未见，才能捕捉到最有新闻
价值的新闻线索，也只有这样才能写出“沾泥土”“带露珠”

“冒热气”的鲜活新闻。
为理想信念而守望，为责任使命而守望，为精神节操

而守望。30多年来，黄康生用脚力、眼力、脑力、笔力采写
一篇又一篇带有红土味道、时代温度的新闻佳作。自1992
年起，黄康生年年都有新闻作品获奖，至今，已连续获奖30
年。他除了获得全国现场短新闻奖、广东新闻奖、全国地
市报新闻奖、中国晚报新闻奖外，还获得了广东新闻界最
高奖——金枪奖。

黄康生常说，带着体温去采写，作品才有温度，才有热
度。有温度、有热度的作品是烫手的；有筋骨、有心劲的作
品是灼人的。特呈岛是一座仅2.8平方公里的小岛，黄康
生凭着一股韧劲，竟在岛上挖出6条好新闻。徐闻博爱村
是一个十年九旱的村庄，黄康生凭着一股热情，竟在“火烧
坡”上刨出3条好新闻。东海岛是一座有“人龙”的海岛，黄
康生凭着一股血气，竟在岛上掘出7条好新闻。至今，他获
广东新闻奖二等奖以上的作品已达19篇。他采写的《总书
记交伙食费》入选暨南大学研究生考题。他前几年出版的
新闻作品集《新闻眼》《新闻触觉》也引起广大读者、高校学
子的关注。

好新闻都是从大地里长出来的，也是从大地里挖出来
的。离大地越近，就越容易挖到好新闻。

30多年来，黄康生一直在湛江那片新闻红土地上摸爬
滚打，坚持锤炼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并用心、用情、用功
记录时代，表现时代，讴歌时代。

30多年来，黄康生一直在湛江那片新闻红土地上挖挖
挖，并挖出一筐子新闻奖项。这些获奖作品的背后，不仅
藏着作者的新闻情怀，还藏着作者的新闻灵魂。

黄康生常说，记者的生命力就在作品里。当记者既要学
会抓“活鱼”，又要学会变成“活鱼”，畅游在人民群众的活水里。

人民群众是新闻工作者最好的老师。基层一线是新
闻报道永不枯竭的源头活水。新闻工作者唯有深入基层、
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努力践行“四力”，才能采写出更多有
温度、有筋骨、有血肉的精品力作。走吧，让我们擎起熊熊
燃烧的新闻火把到基层去，到生产、生活一线去，去学做一
名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新闻工作者。

是为序。

（作者系范长江新闻奖获奖者，人民日报海外版原总编辑）

好新闻是从大地里挖出来
——序黄康生《好新闻靠挖》

詹国枢

■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池榕

本报讯 近日，茂名籍优秀青年粤曲演
员许辉雄的第三张个人粤曲专辑——《许
辉雄粤曲专辑（3）》正式发行。这是她继
2023 年春发行《许辉雄粤曲专辑（2）》后，
历时两年打磨的新作品。

许辉雄出生于茂名市茂南区新坡镇，
打造专辑的初心源于儿时对粤曲痴迷。
许辉雄几岁起便沉醉于粤曲的世界，家人
喜爱粤剧使其耳濡目染。她小时候常到
唱片店购买粤曲专辑，逢看到有粤曲新专
辑出版，她都会用家人给自己的零用钱用
在购买新专辑上。家乡年例邀请粤剧团
演出，以及新年时家中播放的文千岁、李
宝莹等的贺年曲，都成为她童年深刻的记
忆。读初中时在电视上看到梁玉嵘老师
演唱的贺年曲，更是让她印象深刻。

长大后，许辉雄考上了广东湛江艺术
学校粤剧表演专业，毕业后得到粤剧资深
名家林家碧、著名戏曲音乐家卜灿荣和著
名粤曲演唱艺术家梁玉嵘的悉心指导。
她表示，传承弘扬传统岭南文化，并非某
一团体的单打独斗，而是需要行内外共同
努力。

为打造高品质专辑，许辉雄以广东粤
剧院二团演奏员为班底，联合广东民族乐
团的优秀演奏家，共同为专辑保驾护航。
还邀请著名戏曲音乐家卜灿荣在创作、演
唱以及封面、海报设计等方面把关。

有感于传统节日题材新作的匮乏，许
辉雄邀请著名撰曲家蔡衍棻老师填词时，
特意选择了传统节日题材。新专辑中的

《“中国梦”圆》《幸福广州人》《迎新春》《中
秋喜团圆》等以中国传统节日文化为主要
题材的演唱曲目，讴歌了伟大的祖国、伟
大的人民与幸福的生活。新作里还有以
婚庆题材的曲目，展现多元的文化内涵，
为弘扬传承传统文化贡献力量。

许辉雄身为年轻一辈，凭借自身努
力，积极投身传统岭南文化的传承与弘
扬。她期望通过自己的作品，吸引更多青
少年关注传统岭南文化。谈及新时代粤
曲演唱的传承，许辉雄认为，年轻人应从
传承粤语做起。

许辉雄新专辑发行
新作以传统节日为题材

本书是湛江日报总编辑黄康生
从业 30年的获奖新闻作品集。全书
收录了作者从1992年至2023年采写
的各类新闻作品 70余篇，如《朱开甫
卖厂卖房拯救濒危“国宝”木兰》《湛
江4 万农民自发传承国家级“非遗”》

《吴川百位老板回乡当“村长助理”》
《书记心系农民两年十进博爱村》等，
收录作品均获过广东新闻奖、中国地
市报新闻奖等奖项，每篇作品后附采
写过程、专家点评及报纸版面图，以
分享作者从业 30 年的心得与体会、
经验与启示，方便新闻学子及相关从
业者阅读学习。

黄康生，广东茂名人，湛江日报社总编
辑，高级记者，第七届冰心散文奖、第四届广
东新闻金枪奖获得者。

■通讯员彦燕

本报讯 3月26日，深圳宝安区西乡街
道举办的“北帝三月三庙会”迎来了一场
文化盛宴，其中化州跳花棚作为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首秀鹏城，引发广泛关注与
热烈反响。

化州跳花棚是传统舞蹈类非遗项目，以
傩面舞、祭祀仪式和民间舞蹈结合为特
色，具有浓郁的岭南民俗文化色彩。该非
遗项目首次在深圳展演，神秘的傩面造
型、古扑刚劲、风韵别致的表演，引发了媒
体与公众的热烈反响。《 深圳日报》英文
版、《宝安日报》等新闻媒体记者前来采访
报道。同时一名爱好中国传统文化的外
国朋友，带着翻译，专门来到跳花棚演出
队来了解情况，并戴着面具，拿着道具跟
代表性传承人翁燕老师及徒弟学跳基本
舞，场面恢谐。化州跳花棚在北帝三月三
庙会展演给观众带来了强烈的视觉冲击，
许多观众被其独特的艺术形式所吸引，纷
纷驻足观看，拍照留念。许多观众表示，
这是他们首次接触化州跳花棚，其独特的
原始粗犷舞蹈动作、具神秘感的傩舞面具
令人震撼，让观众近距离感受到粤西文化
的独特魅力。

在庙会 4 公里长的大巡游中，化州跳
花棚方阵与中山醉火龙、佛山南狮、梅州
飘色等 109 支大湾区非遗队伍同台，成为
连接粤西与深圳的文化纽带。在北帝庙
广场主舞台的专场表演中，化州跳花棚的
精彩亮相博得观众的热烈掌声，专业记者
和观众的长枪短炮，不断咔嚓。

本届庙会中，化州跳花棚不仅丰富了
庙会的非遗多样性，为庙会增添了浓厚的
文化氛围，也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了化
州跳花棚这一独特的民间艺术形式，成功
推动了国家级非遗在深圳的传播，对于非
遗项目的保护和传承具有重要意义。

首次登陆鹏城
非遗魅力闪耀
化州跳花棚参加宝安区
西北帝三月三庙会引轰动

许辉雄许辉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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