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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采访
——访焦作日报社首席

记者李建设

本报记者 徐金华

未见其人，先闻其名。我在日常采访工作
中，经常听到采访对象提起李建设的名字，
他在我市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留下的良好口
碑让我羡慕不已。一直想拜访李建设，可没
个由头也不便讨扰。近日，当得知报社安排
我采访本报首席记者李建设时，我的内心十
分激动。

初见李建设，像是许久未见的老朋友，
让我倍感亲切。“是报社培养了我，给了我施
展才华的平台。在报社工作30多年，让我最
难忘、最自豪的事，就是新闻界泰斗、新华社
原社长穆青来焦作考察时，我有幸跟随采访，
并亲眼目睹了老一辈新闻工作者的工作作风，
亲耳聆听了他的谆谆教诲。”李建设说。

1983年10月，正值《焦作日报》 复刊急
需用人之际，当时还是年轻小伙子的李建设在
市劳动局安全科帮忙，他由于工作勤奋，又写
得一手好字，因而被时任报社领导相中将其调
入报社。初入报社，领导安排他从事报纸校对
工作。每天，当李建设拿到编辑编好的稿件
时，就开始仔细阅读、反复推敲，分析编辑为
什么这样修改，并经常和编辑探讨校样。那时
的他一边工作，一边自修汉语言文学专业课
程，并最终取得河南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大专
文凭。

1990 年，羽翼渐丰的李建设由总编室校
对组调到记者部从事记者工作。新闻线索怎么
找？新闻亮点如何捕捉？这让李建设倍感压
力。一次在单位澡堂洗澡时，偶遇时任记者部
主任柴国庆，李建设便向柴国庆进行思想汇
报。柴国庆安慰他说：“要静下心来多读新闻
精品，多向同事们学习，暂时没有给你分线
口，可以先抓社会新闻。”一语点醒梦中人。
当时正赶上植树节，李建设傍晚骑车回家路过
市钢厂附近小树林时，看到有人在砍树。职业
敏感让他冲上前去，不仅制止了这种违法行
为，还写下了他的处女作发表在一版，获得了
报社领导好评，同时增强了他当好记者的自信
心。

此时，虽然积累了一些工作经验，李建设
自认为与老记者们相比仍是愣头青，急需回炉
充电的李建设，在新闻生涯中遇到了千载难逢
的时机。1995年10月11日至18日，受焦作日
报社邀请，已退休在家的穆青在新华社原副社
长冯健的陪同下，重提金笔走怀川。“当时，
报社领导安排摄影部主任王振松担纲采访，我
只是随从，做后勤服务工作。但职业敏感没有
让我就此罢手，我时刻准备着采访。”李建设
说。

几天来，李建设利用随从的身份，和两位
老人一同上山下乡、走村串户，看他们如何
和农民交朋友，听他们怎样和农民兄弟攀
谈，他还不时地拿笔在本子上进行记录。两
位老新闻工作者深入细致的工作作风、谦逊
和蔼的态度，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没过两
天，报社领导就下达了随行采访任务，李建设
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在一版刊发了近半个版的
文字稿。

回忆起随行采访的全过程，穆老的话仍在
李建设耳边萦绕。穆老教导我们，作为一名记
者，要有强烈的事业心、敬业精神和高度的社
会责任感，这个职业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干好
的，搞得好能给党的新闻事业作贡献，搞不好
就会添乱子。做记者心中要有大局意识，要始
终保持敏锐的洞察力，这就需要掌握广博的知
识，不仅要学好业务知识，还要懂得其他方面
的知识。要深入基层，学会调查研究，要善于
和普通老百姓交朋友，他们是新闻不竭的源
泉。穆老的教导深深触动着李建设的心灵，他
将穆老说的每一句话都详细地记录在本子上，
在后来的工作和生活中，还时常拿出来看一
看。

采访结束，记者请李建设为年轻记者说几
句，李建设思索了一下，把当时冯健在他笔记
本上的签字分享给大家“学习学习再学习，
努力努力再努力”。李建设感同身受地说：

“唯有不断学习和实践，才能在新闻道路上永
葆青春。”

本报记者 翟倩倩

在纪念 《焦作日报》 创刊 60
周年的喜庆日子里，又一件大事
将载入焦作日报社的史册：

7 月 27 日上午，全体党员汇
聚报社七楼会议室，焦作日报社
党委换届选举，王爱军当选为新
一届党委书记，李弘当选为党委
副书记，杨双喜、贾随保、吴长
青当选为党委委员。

在此一年前，焦作日报社举
行党支部换届选举，9个党支部实
现了书记、副书记、组织委员、
宣传委员、纪检委员的配备。

《焦作日报》 创刊60周年来，
尤其是复刊34周年来，焦作日报
社始终以党建工作为引领，完善
制度管理，加强精细化管理，在
提高规范化管理水平上迈出了坚
实步伐。

报社坚持和完善采编校人员
的日考核制度，深化采编绩效考
核工资改革，出台 《报纸版面差
错处罚办法》，由考评策划部组织
有关人员对采编人员每天的工作
业绩进行日考评、月考核，“今日
评报”坚持天天通报公示考评结
果，并通过“周点评”“月点评”
奖优罚劣，营造了一个创先争优
的良好工作氛围。

在内部管理上，报社精准制
定有关制度，出台了 《关于职称
评审和聘任工作的规定》《关于规
范管理焦作日报地方版的意见》
等文件，保证了报社各项工作都
能够讲纪律、守规矩、有章可循。

围绕市委、市政府的重大宣
传主题活动，报社每周都召开一
次党委会、一次中层干部例会和
一次周策划会，每月召开一次采
编大会，专题安排部署新闻宣传
工作，统一思想，明确任务，落
实责任。

不断创新报社干部职工的培
训方式，逐步由大培训向专业
性、实用性转型。除了坚持举办

《焦作日报》《焦作晚报》 采编人
员常态化培训外，还以立足岗位
为主，以实战系统化培训为目
标，组织选派采编人员、印刷人
员、广告人员和管理人员到北
京、广州等地进行业务培训和学
习，精准提升报社全体人员整体
业务能力和专业水平。

除了做到纲举目张，报社党
委工作部和行政办公室 （即“两
办”） 作为报社党务工作综合管
理部门，在做好上情下达、下情
上报等信息工作中起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面对工作的临时性、复
杂性、突出性特点，“两办”牢固
树立“办报无小事”的观念，积

极疏通与各个部门的联系通道，
对每个部门、每个环节的工作做
到丝丝入扣。

其实，管理的最终目的是为
了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促
进报业的发展。而在提高报社经
济效益、开源节流上，报社财务
管理中心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财务管理中心作为报社管理的
核 心 ， 无 论 在 日 常 的 运 营 管
理，还是资本运作等重要项目
的 实 施 ， 都 离 不 开 财 务 部 门 。
财 务 管 理 中 心 就 像 一 条 主 线 ，
把报社所有的经营部门连接在
一起。为了进一步深化、细化财
务管理体系，财务管理中心将日
报采编、晚报采编、发行中心、
传媒经济部等八个预算管理部门
实行全面预算管理，并每月向报
社党委上报预算管理报表，做到
指标分解、归口管理、动态控
制、刚性考核，不断提升报社财
务管理效率。

同时，为切实加强单位财务
支出管理，加大各部门在资金使
用过程中合理性、合法性的监督
力度，确保资金运行规范有序，
财务管理中心将财务支出细化为
费用性支出和资本性支出。其
中，对费用性支出建立了会审联
签制度，进一步明确其各环节权
利和责任，确保该项业务的真实

性和合法性。此外，财务管理中
心还设计编制了能自动计提各经
营部门的经营费、自动检查目标
完成进度、自动汇总行业数据的

《经营目标完成进度月报表》，一
表多用，账表合一，大大减轻了
工作强度，提高了工作效率，从
而完善并理顺了目标考核体系。

如果说财务管理中心为报社
持续不断的发展保驾护航，那么
物业管理部在其中的作用也不容
小觑。

2011 年 10 月 1 日，对焦作日
报社全体员工来说是一个激动人
心的日子。因为在这一天，焦作
日报社告别了山阳路 56 号 的 旧
址，实现了整体搬迁，正式入
驻 人 民 路 890 号 报 业 · 国 贸 大
厦。在搬入报业·国贸大厦之
际，报社首次成立了物业管理
部。为了营造良好的办公环境和
工作秩序，物业管理部提前介
入，为每一位员工配发了新桌
椅，对大楼的消防设施、卫生间、
开水间等配套设施进行完善，使
办公大楼的管理逐步走向制度
化、规范化。

从环境卫生到消防安全，从
设施维护到安全防范，从水电维
修到中央空调制冷、供暖等，物
业管理部的工作牵扯方方面面，
每年大大小小的维修保养有数百

起。去年11月底，报社刚开始供
暖，地下室回水管发生崩裂，水
流满地。发现问题后，物业管理
部积极展开维修，仅用两天时间
就将崩裂的管道修好，确保了供
暖安全稳定。今年夏季酷暑高
温，报社中央空调因连续运转，
经常发生故障。为保障报社全体
员工能有一个清凉、舒适的工作
环境，物业管理部安排部门员工
全天 24 小时值班，并随时待命，
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工作……

不仅如此，报社监察督 导
室 、 法 制 办 公 室 、 计生女工
部……各部门之间各司其职、各
负其责，全社上下强信心、增团
结、谋良策、鼓干劲，担当有
为、不辱使命，为报社持续稳定
健康发展贡献力量。

风雨兼程一甲子，春华秋实
六十年。在展望未来的万千思绪
中，志存高远，是铿锵前行的前
提；在开拓进取的艰辛历程中，
砥砺奋进，是跨越发展的动力；
在追求卓越的广阔道路上，积微
成著，是致远超越的源泉。焦作
日报社将不忘初心，牢牢把握正
确的舆论导向，在党建引领下，
不断提升管理能力，唱响主旋
律、勤讲好故事、展示新形象，
肩负起新时代新闻舆论工作的职
责和使命。

把好每一关 走好每一步

本报记者 陈作华

接到约请采访的电话，张亭第一句话
就是：焦作日报社是我的“老东家”，我时
常在梦境中回到那里，在报社工作15年的
经历，让我获益匪浅，受用至今。

张亭现任北京国广华夏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合伙人、常务副总经理，北京蓝媒广
讯科技有限公司CEO。他于1983年《焦作
日报》复刊的当年调入焦作日报社，历任
记者、记者部副主任、摄影部主任、广告
部主任、政文部主任，为复刊后的《焦作
日报》贡献了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年华。

“把《焦作日报》 称作‘老东家’，是
想说我的媒体职业生涯是从这里起步的，
事业发展是在这里打下基础并获得助推
的。”张亭说，“我十分怀念在报社工作的
日子，好几次梦见自己又回到报社工作，
甚至在梦里抚摸着办公桌问自己这不是在
做梦吧？”

张亭说，那时的焦作日报社，人才济
济，事业红红火火。“平辈”的师兄弟中，
有“笔到花开”的刘金忠、满腹经纶的张
国柱、哲学功底深厚的王菊山、老学究般
的张成山，还有聪明活泼的郑长太、年轻
有为的王爱军……他们都是各版面的优秀
编辑。正是他们幕后为人做“嫁衣”的辛
勤工作，才使那时的《焦作日报》呈现出

精彩与专业的媒体形象。
“我初到报社时做记者，感觉这些师兄

弟就是我的靠山，有他们的‘托底’，我采
写各类稿件都有一种踏实感。实际上，我
见报的每篇新闻稿件不仅没有了语言瑕
疵，文字还更加精彩。”张亭说。

“在报社做记者，最大的收获是拓展了
自己的视野和练就了与社会、与人打交道
的能力。这些能力衍生出来的，是思维的
敏捷性和对事物的认识度以及迅速作出相
应判断并形成对策的能力。”张亭说，“这种
能力，对于我今天在竞争激烈的北京创业、
立足、发展，对管理公司和团队，尤其是在传
统媒体和新媒体之间轻松‘切换’和融会贯
通，都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

“如果把能力比作功夫，那么时任焦作
日报社党委书记、总编辑李介人，副总编
辑孙达文等老报人就是传授功夫的‘总教
头’。李介人总编辑业务精、有魄力，十分
注重团队的培养和建设，惜才且刀子嘴豆
腐心。当年，我都成记者部副主任了，但
每次拿着重要稿件去他办公室送审时，依
然忐忑不安——他总能毫不客气地点出稿
子中的‘死穴’，让我不得不心悦诚服。有
时候他会亲自动笔修改，很快把稿件改成

‘大花脸’，让我重抄一遍。有几回甚至是
他问我答，稿件几乎是重写一遍，最后还
署上‘本报记者张亭’的名字签发。通过
这些‘抄稿’和‘被采访’的历练，让我

学到了从宏观把握政策导向、从微观准确
叙事表达的功夫。”张亭说。

“孙达文副总编辑和后任报社党委书
记、总编辑柴国庆，是我的入党介绍人、
新闻业务的领路人。”张亭说，“柴国庆做
记者部主任时，我做副主任。无论在政
治、业务和个人生活方面，都得到了柴国
庆的指导与帮助，他是我终生感恩的师
长。”

张亭说，他进报社跟的第一个“师
傅”是老新闻工作者周正和。周正和为人
耿直、德才兼备，是他至今做人做事的楷
模。周正和不仅教他写稿子，耐心帮他改
稿子，还传授了很多做记者的经验。比如
周正和多次叮嘱他一定要吃好早餐，说不
吃早餐一旦遇到突发事件连续采访，抢时
间赶稿发新闻根本没时间吃饭。长期在饥
肠辘辘的状态下工作，时间长了身体肯定
受损。后来，他养成每日早餐垫足底的习
惯，并坚持下来，才有了至今精力旺盛的
身体底子。

“虽然做了近十年的文字记者，但成绩
却出在新闻摄影和电视业务方面，我的新
闻摄影作品和电视专题片多次获得国家级
奖项。”张亭说，“调任摄影部主任时，王
振松是我的新闻摄影启蒙‘师傅’，他把摄
影、暗房洗印等‘绝招’毫无保留地传授
给了我，尤其是王振松对摄影用光的技巧
和造诣，对我摄影专业影响很大。”

说到时下传统媒体业绩下滑的局势，
张亭认为，移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普及
应用，分散了人们对传统媒体的关注度。
但是，党报的品牌号召力、公信力，是任
何民办媒体无可比拟的。党报人才济济、
训练有素，一旦介入新媒体，必将如虎添
翼。张亭说，虽然自己离开了焦作日报
社，但一直关注《焦作日报》的发展。令
人欣喜的是，现任掌舵人王爱军社长多年
来十分重视新老媒体融合，并引领《焦作
日报》在新媒体建设方面走在前列。

“别来几向梦中看。”张亭说，在焦作
日报社的工作经历，让我常有一种“故人
入我梦，明我长相忆”的思念。

张亭最后说，自己多年来带领团队从
事报社、电视台、新媒体建设和服务业
务，有了一些经验、技术和商业模式的积
累，如有机会，他期待能为 《焦作日报》
新媒体建设做点回馈，以谢“老东家”栽
培之恩！

魂牵梦绕“老东家”
——访从本报走出去的北京国广华夏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合伙人张亭访从本报走出去的北京国广华夏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合伙人张亭

团队之歌•管理篇

张亭。 （本报资料照片）

李建设。 本报记者 徐金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