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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记者”：“逆行”印度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新 华 社 客 户 端 有 一 个 栏 目 让 新 闻 离 受 众 更 近、更 有 温 度

镜观

  “世界吻我以痛，我要报之以歌。”
  面对一路经历的磨难，她从未觉得自己逊色于常人。
  6 岁那年，车祸夺去了双腿，却没有磨灭她对生活的
渴望。
  播音、跳舞、写作……
  在多才多艺的道路上，蒋张子怡踏着自己的特制小滑板，
诠释什么才是人生的“逆袭翻盘”。
  睡梦中，她常常梦见自己长出双腿，在舞台上永不停歇地
舞蹈着，一圈又一圈。
  可现实却让她深深懂得，没有双腿，只能长出翅膀飞翔。
  你的负担将变成礼物，你受的苦将照亮你的路。
  即使跌倒一百次，也要第一百零一次站起来。
  前行吧，勇敢的“滑板姑娘”！

镜语

  我们都在为美好生活奔跑。
  当你为没有漂亮鞋子而懊恼时，有的人却梦想站起来与
你同肩。
  当你疲惫、迷茫、徘徊，不如去看她如何肆意“勇敢绽放”。
  她渴望用声音、用文字传递热爱与希望，
  成为生活在刀尖上的舞者，
  通过自己的坚持和努力实现梦想。
  励志逐梦不煽情，用最有温度的记录直击人心。
  人无法选择自己的境遇，但可以选择对待它的态度。
  一样的笑容，
  一样的乐观。
  战胜自己比战胜别人更有意义。
  她真正做到了自己做阳光，
  而不是等着被照亮。
                  本报记者胡晨欢

镜观·镜语

  5 月 10 日，16 岁
的“滑板姑娘”蒋张子怡
（左）和同学在学校的走
廊聊天。

 新华社记者胡晨欢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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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媒选粹

　　（上接 1 版）民亦劳止，汔可小康。古
人的小康愿景是朴素的“过上好日子”，今
天的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已经从“有没
有”转向“好不好”。为此，江苏重点攻坚发
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富”的成色愈加
饱满。
　　建档立卡、消费扶贫、阳光扶贫……

“十三五”时期，江苏创新体制机制，实现了
255 万建档立卡低收入人口脱贫，3 年累
计改善农房 24 . 5 万户，越来越多农民过
上与时代同步的现代城镇生活。
　　与此同时，通过干部“大走访”“三解三
促”等倾听民声，社会治理重心不断下移。
　　民生福祉的内涵越丰富，美好生活的
图景越清晰。
　　从水泥船到岸上平房，再到塑胶运动
场、多媒体教室，洪泽湖水上小学不断“进
化”；家庭医生上门服务、适老化改造进门
入户，镇江孤寡老人的日子更加舒心……
针对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痛点，江苏加
大改革创新和保障力度，基本公共服务标
准化实现度超过 90%。
　　“小康先行者”江苏没有匆匆忙忙往基
本现代化赶路，而是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完

善实现高品质生活的制度体系，既保障好
百姓生存发展的“头等大事”，也重视解决
日常生活的“关键小事”。

水韵江苏，绘就最“美”嬗变

　　近日，位于汤山的江苏园博园成了新
晋“网红”打卡地。两年多前，这里还是废
弃矿坑和水泥厂，9 个闲置矿坑、9 公里裸
露崖壁和最深约 60 米的泥潭，是百年采
石工业留下的特殊“996”印记。
　　昔日黑色印记，变为绿色地标。如今，
这里草木丰茂、百花绽放，依形造势的园博
园修复环境而不干涉环境，保留所有基础
地貌，开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新
图景。
　　窥一斑而见全豹。坚持生产、生活、生
态“三生合一”，从生产性工程思维转向生
态性有机思维，把城乡作为“生命共同体”
规划布局，是江苏重新定位人与水、人与自
然关系的思考和决断。
　　禁渔退岸、留白增绿，近年来江苏共腾
退长江沿江岸线 60 . 3 公里；曾深陷水危
机的太湖，中国淡水蛏等“原住民”从稀有

种变回了常见种；一度“滨江不见江，近水
不亲水”的南通五山地区化身城市客厅，实
业家张謇百年梦圆……
　　因水而兴的江苏，锚定一条全域探索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美丽之路。生态美，
成为全面小康最亮丽的底色。
　　 2020 年，江苏 PM2 . 5 平均浓度 38
微克/立方米，创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
平，优良天数比率达 81% 。天蓝了、水绿
了，身边的小动物也多了起来。
　　南京市民姜飞最爱带儿子在小区和附
近公园转悠，“前些年一度担心连蜻蜓、青
蛙都只能去书本里才看得到，现在‘老朋友
们’回来了，孩子的童年也回来了。”

共建共享，润养更“高”文明

　　在江阴，很多人都熟悉定波路上的“菁
存阁”。作为顾铁林、顾青父子经营数十年
的藏书楼，藏书 5 万多册，侧重乡邦文献，
既是读书爱好者的“圣地”，也是传承地方
文脉的种子。
　　新一代藏书家季丰私藏之余，更注重
播撒书香。他在江阴创办香山书屋，开设

24 小时城市书房、社区阅读驿站、漂流
书箱，努力让阅读无处不在。
　　腹有诗书气自华。目前，江苏十三
个设区市全体迈入全国文明城市行列。
城市书房、农家书屋成为百姓最爱的生
活“加油站”，很多人“朋友圈”流行晒公
益、比积分的新型“炫富”，文明新风见证
社会价值观悄然变化。
　　文明程度越高，共谋共治共享的治
理方式越“灵”。扬州市宜陵镇老党员管
伏虎吐槽家门口坑洼道路的顺口溜，促
成一次议事会，化解了一个老矛盾。干
部亮箱底，百姓亮心底，“有事好商量”协
商议事室遍及江苏城乡，寻求现代化治
理的最大公约数。
　　时序轮替中，亘古不变的是先行者
的身影；历史坐标上，清晰镌刻的是改革
者的脚印。
　　江苏正以“争当表率、争做示范、
走在前列”的使命担当，遵循新发展理
念、解决深层次问题、推动转型升级，
奋力谱写“强富美高”新江苏的现代化
篇章。
      新华社南京 5 月 18 日电

本报记者王若辰

  “灯光璀璨”@赵旭：印度的疫情现在
怎么样了？
  赵旭：基本上疫情形势依旧严峻，还看
不到短期内缓解的可能。
  “从头再来”@赵旭：印度的街景与平
时有什么不一样？
  赵旭：以往早晚高峰堵车特别严重，现
在明显车流量少了很多。
  “磨叽大王”@赵旭：网上看到的印度
就地火葬的现象，是不是真的啊？
  赵旭：首先要说明，火葬是当地的传统
习俗，并不是因为其他方式处理不过来随
便烧掉。不过当前印度一些地区的火葬场
或公墓的确处于超饱和运行状态……
  提问的是天南海北的网友，而有问必
答的赵旭，是新华社驻新德里分社记者。4
月末，赵旭结束在国内的短暂休假，“逆行”
返回正处疫情“风暴中心”的印度，发布多
组客观真实的疫情阴云下的印度报道。
  在新华社客户端上，通过报道页面的

“问记者”功能，网友们向赵旭提了许多问
题，赵旭予以解答，并在隔离期间有限条件
下“怼脸自拍”，多次视频答复网友提问，受
到广泛关注。
  “问记者”成了连接疑问与真相、读者
与记者的桥梁，借由这座全天候、覆盖全球
的桥梁，一趟趟“重去重回”的“信息班列”
在记者与网友之间频繁互动。遍布全球各
地、总在新闻现场的新华社记者，犹如网友
身边多了无数双“千里眼”。
  而记者们跳出报道的“真人互动”，也
使“问记者”成为记者触摸网友、形象输出
的窗口。幽默逗趣的“相声记者”许杨，被网
友昵称为“鲜花舍小羊”的新华社记者张
扬，以视频、语音等“多措并举”带来巴以冲
突前线报道的战地记者尚昊，长期关注“天
问”“胖五”的科技记者胡喆……“问记者”
也塑造着“国社网红”矩阵。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专访“新晋网红”赵
旭，聊聊报道内外的故事。

我在新德里报道印度疫情

  记者：最近几日，印度疫情有哪些新
情况？
  赵旭：此前连续 25 天日增确诊病例
超过 30 万例之后，5 月 17 日，这一数字
降至 30 万例以下，但这更多是由于周末
检测人数下降造成的。印度卫生部 18 日
公布的数据显示，印度累计确诊病例已超
2500 万至 25228996 例。
  同时，死亡病例数也在增加。自本月 8
日单日新增死亡病例首次突破 4000 例以
来，单日死亡病例数不断打破此前纪录，已
连续数天超过了 4000 例。18 日的数据显
示，新增死亡病例 4329 例，为疫情暴发以
来最高纪录，累计死亡 278719 例。
  印度疫情严峻形势仍未减退。
  面对严峻的疫情，印度联邦政府明确
表示不在全国推行封城举措，而是将这一
决定权交给地方政府。联邦政府在抗疫物
资供应方面加强了进口和协调力度，但仍
是错漏百出，因氧气供应不足导致的缺氧
死亡案例每天都有发生。
  记者：印度疫情对其他国家有何影响？
  赵旭：印度疫情的外溢效应明显。目前
累计已有 40 多个国家报告了印度发现的
变异病毒毒株，而印度邻国尼泊尔更是首

当其冲。尼泊尔卫生当局在四月初报告的
每日新增病例均在 200 例以下，但过去数
周里尼泊尔单日新增病例不断激增，本月
8 日开始至今，单日新增病例已破纪录地
升至 8000 例以上。
  近期国际社会对印度疫情十分关注，
一些国际研究机构和媒体也纷纷刊文，指
出印度疫情的实际现状比官方发布的数据
严重许多。
  从一线记者的切身体会来说，我回到
新德里已有近 20 天，这期间我认识的所
有印度朋友的家中都有人被确诊，部分朋
友的亲人已经离世。
  此外，当地还出现了医疗资源遭到挤
兑的现象，有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除了氧气产能和运输环节薄弱
之外，恐慌情绪是造成当前各地缺氧的重
要因素。连日的缺氧局面使得许多患者家
庭开始尽可能多地囤积氧气，而不法商贩
在黑市高价贩卖氧气更加重了这一恐慌。
一些本来不太需要氧气治疗的轻症患者也
在这种恐慌情绪下大量吸氧，更加加剧了
氧气的供需失衡。
  第二，一位朋友告诉我，他所在的新德
里东郊的一家医院里床位不足，主要是与
部分工作人员“趁火打劫”有关。他告诉记
者，第二波疫情以来，新德里部分医院遭遇
了医疗挤兑，但也有部分医院雇人提前“住
院占位”，制造床位紧张的假象。被确诊感
染的患者如果想要住院，必须缴纳高达几
万卢比的“床位费”才能获得一张缺少氧气
供应的床位。

  疫情“风暴中心”，新华社团

队的工作和生活状态如何？

  记者：“逆行”印度前，印度疫情如何？
临行前有何心理活动？
  赵旭：我是北京时间 4 月 29 日从北
京出发，当地时间 30 日中午回到新德里
分社。当时印度已连续超过一周的单日新
增确诊病例超过 30 万例，我回到分社的
第二天，也就是 5 月 1 日，单日新增确诊
首度超过了 40 万例。
  其实出发前最担心的还不是感染风
险，而是能否顺利完成中转，成功回到新德
里分社。由于中印商业航班已停飞一年多，
我返回分社必须先乘坐中国国航航班前往
迪拜，再转乘阿联酋航空飞回印度。
  此前有同事在 4 月初返回新德里时
在迪拜机场遇阻，而且疫情期间各国入境
政策存在突然变更的可能。回程前我还计

划过转飞印度邻国尼泊尔，可就在出发前
一天，尼泊尔政府突然宣布自 28 日午夜
开始，禁止外国公民经尼泊尔中转前往第
三国。
  当 29 日凌晨，终于在迪拜机场拿到
飞往新德里的登机牌后，我隔着口罩长长
地舒了口气。
  现在回想起来，返回分社前更多的心
理活动其实集中在“如何规划路线顺利返
回”，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对回到疫区和路上
感染风险的恐惧和焦虑。
  临行前，我爱人非常担忧，但出于对我
的工作支持也没有过多阻拦。可两位母亲
的说服工作就比较难做，一番努力下才让
她们理解了我的坚持。
  记者：行李里有哪些特别的物品？
  赵旭：最主要的就是药品、医疗器材和
日常防疫物资。当前印度各地的医疗资源
挤兑严重，我们必须做好准备。我带了治疗
新冠的中药和中成药，还有一台制氧机，作
为分社所有内派人员的托底保障。
  记者：回到印度，有哪些合乎或超乎您
预想的情况？
  赵旭：我回来之前一直在想，当前日增
30 万+已成常态，印度民众的防范意识是
否依旧淡薄呢？这个问题在我踏出机舱门
的一刹那就得到了答案。
  在机场进行核酸检测时，除了负责咽
拭子采样的几名工作人员全副武装（防护
服、N95 口罩、手套、面罩）外，机场其他所
有服务人员都只是简单戴着一只医用外科
口罩，许多都明显是被重复使用过的。
  记者：在疫情“风暴中心”，新华社团队
的工作和生活状态如何？
  赵旭：新德里分社目前一共有 3 名新
华社内派人员，每天要处理中英文的图文
视日常报道，还要对接完成新华社各部门
的约稿要求，工作还是挺繁重的。
  以我值班的 5 月 3 日至 9 日这周为
例，每天要处理英文稿件十多篇，采写动
态类中文稿件 1-2 篇，审发图片 30-50
张。由于印度疫情持续广受关注，我还与
其他国内外分社同事联动，配合总社编
辑部完成全媒头条、全球连线、海媒直
播、中文直播以及“问记者”答问等六七
组报道。
  不值班时，同事们会为手里的约稿进
行采访和写作，或者自主策划一些选题等。
  记者：您能感觉到病毒的威胁吗？
  赵旭：仔细想想，我和分社的同事们现
在算得上是危险近在咫尺、生死一线之间。
  通过印度政府推出的防疫自检监测

软件可以看到，截至当地时间 18 日早
上 11 点，在我的居所附近直径一公里
范围内，有 128 人在过去 28 天内被确
诊感染了新冠病毒。也许你会觉得这
个数据比较恐怖，但其实相较于我刚
刚回到分社的那周，该数据已明显降
低。4 月 30 日当天我回到分社时曾查
看过，当时附近 500 米范围内就有超
过 500 人被确诊感染。
  当然，由于这是一个自检监测软件，
信息采集主要依靠民众自主填报，因而
准确率很难判定，也不能由此推导印度
疫情的走向或趋势发展。但这些数据至
少会时刻提醒自己，防范意识一点不容
松懈。
  当前，印度各地医疗资源挤兑使得
医疗系统几近瘫痪，即使阳性确诊病例
也不会被强制隔离，全凭患者自觉。这其
实给分社记者造成较大的心理压力，总
是担心因百密一疏而感染病毒。
  现实情况就是如此，工作生活仍要
继续。俗话说既来之则安之，如果你无法
改变，就要学会适应。只要做到科学防
护、物资接续到位，做好长期全面规划并
有序应对，积极乐观面对这一困难时期
就好了。相信分社同事们会从这波疫情
中全身而退，其实没有什么过不去的火
焰山。

  “回答网友提问‘感受最深
的一件事’时，我隔着屏幕也心
潮起伏”

  记者：通过“问记者”用视频回答网
友提问的源起与过程是怎样的？视频发
布后又得到哪些反馈？
  赵旭：报道印度疫情的稿件播发后，
我收到了许多网友通过新华社客户端

“问记者”功能表达的祝福，也收到了数
十条提问。比如，那边真的这么严重吗？
印度控制疫情现在最急需的是什么？这
些天最触动记者的是什么事？
  我就想录一个视频来聊聊自己的所
见所思。也没有特意准备，只是希望能用
这种方式，对网友关心的印度疫情实际
情况做个深入浅出的介绍，再加上一些
鲜活的事实，更有利于国内网友了解当
地的真实状况。
  这份特殊时期里的记录，最终以新
媒体报道的形式播发，受到了国内网友
广泛关注。我现在在新华社客户端上有
约 3000 位粉丝，人气还不错。
  也有很多网友对我的“逆行”点赞。
其实结束休假后返岗，是我的职责所在，
新华社所有驻外记者都一样。
  记者：通过“问记者”与网友互动有
何体会？希望塑造怎样的新华社记者
形象？
  赵旭：最深的体会是，“问记者”为新
闻报道增添了一个出口，在客观报道之
外让新闻更有温度，也让记者的报道更
有感情。
  比如在回答网友提问“感受最深的
一件事”时，我隔着屏幕打字也心潮起
伏。后来我通过视频回答这个问题时，也
没有刻意控制自己的情绪，因为朋友的
亲人因新冠离世的确让我感到无奈和
难过。
  新华社记者是一个个普通的个人，
我希望通过自己专业的报道完成各项工
作，也希望专业的报道能够距离受众更
近，让受众更能感同身受。选择了这份工
作就应该扛起相应责任，希望能够不辱
使命。

大家好，我是新华社记者赵旭，在新德里为大家报道
我这几天过得可不一般——— 五一前我重返疫情“肆虐”的印
度，深入印度疫情最前线，为大家带来全媒体报道
一路“逆行”，我经历了什么？
疫情“震中”，防疫现状怎么样？
活在“疫下”，当地居民的生活受到什么影响？
作为邻国，中国开展了哪些援助？
知无不言，我在新华社客户端“问记者”栏目等大家

 扫 描 二 维 码 ，看
我 如 何 整 装 出 发、
“逆行”印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