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 5 月，在新乡市文明办举行
的“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活动中，
新乡日报社《平原晚报》记者申长明光
荣入选2022年“新乡好人榜”。

关注民生，为困难群众送去温暖；
弘扬真善美，为社会传播正能量；践行

“好人”，为好人之城再添星光。有信
仰，有情怀，有担当，从事新闻工作近
30年的申长明，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挥洒满腔热忱，忠诚记录时
代、服务人民。

与 爱 结 缘

他用笔墨书写大爱之城

牧野大地，新乡先进群体的“榜样
力量”鞭策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奋进
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卫河两岸，新乡
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为城市文明注入
澎湃动力。挖掘好人故事，弘扬时代
精神，申长明认为，这既是自己的理想
和追求，也是一名新闻工作者的责任
和担当。

李同良是新乡市红旗区龙湾社区
卫生服务站的一名医生，他扎根社区，
服务基层20余年，服务过的患者有30
余万人次。在得知了李同良的先进事
迹后，申长明积极与其取得联系，撰写
了《大医精诚书写杏林暖春》等系列报
道，积极宣传他的好人事迹，用榜样的
力量唤醒人们心中的道德。

“申记者不仅是我的好兄弟，更是
我的好老师。在采访中，他的朴实和
敬业也打动着我。他对我的报道引起
了很大的社会反响，我相继被评上了

‘新乡好人’‘中国好人’。在公益志愿
服务这条道路上，能与申记者同行，我
感到很高兴。”李同良说。

荣获“河南好人”称号的赵林和申
长明也因采访建立起如同战友般的友
谊。多年前，尚未结婚的赵林在女朋
友父亲意外受伤后，毅然承担照顾女
朋友妹妹的责任，他更是在结婚后，和
妻子共同抚养妻妹，直至她长大成人
并结婚，以实际行动诠释了“姐夫为
父”的大爱精神。

朋友无意中向申长明提起了这件
事，有心的他马上感觉到这是一个非
常有价值有意义的新闻。他当即便与
赵林联系，详细了解情况。“我当时也
是第一次接触记者，心里很紧张，险些
说不出来话。在申记者的带入下，我
们两个便如多年挚友在闲话家常，十
分自然。申老师对我的报道也引起了
广泛关注，很多不认识的人见到面也
都主动和我交谈，说要向我学习。”回
忆起那次采访，赵林仍然记忆犹新。

通过申长明的报道，赵林的事迹
成为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人们深深
感动于赵林的无私情怀。2019年，赵
林被评为了“河南好人”。

经过数年的努力，无数好人精神
在申长明的笔下得到了发扬和传承，
在牧野大地这片沃土上生根发芽，不
断成长壮大，绵延不息。

不 忘 初 心

他用行动诠释记者情怀

对新闻的敏感，对报道的热情，对
责任的担当，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申长明在新闻工作这条路上，走了将
近30年。

记者这个职业，并没有人们想象
中那么光鲜亮丽。说走就走的，不是
一场天轻云淡的旅行，而是各种突发
事件的现场；晨昏颠倒的，不是邀朋聚
友唱歌小酌的畅快，而是奋笔疾书的
疲累。数十载的坚守，完全源自内心
对这份事业的热爱，让申长明在这条
虽清苦但充满内心满足的道路上勇往
直前。

“虽然大学学习的是法律，但我很
喜欢写作，平时有时间就喜欢看新闻，
上学期间在《新乡日报》等报纸上就发
表过文章。大学毕业前夕，我也纠结
自己以后的职业方向，但看着书桌上
被自己珍爱小心保存着的报纸，凭着
一份少年意气和对新闻写作的热爱，
我决定为自己心中的这份热爱拼一
把，选择成为了一名新闻记者。”申长
明说。

由于不是科班出身，刚到报社时，
申长明主动向有经验的记者学习。凭
着一股干劲，他逐渐掌握了新闻写作
的要领。他写新闻不拘一格，既关心
关系国家发展的大事，也关心百姓邻
里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

“新闻报道不仅是将事实报道出
来，帮助解决实际问题，更重要的是弘
扬社会正能量，共同抵制歪风邪气，使
社会变得更加和谐美好。”他说。

2003 年，一小学附近工地施工
时，施工队只顾加快工程进度，将有危
险的施工材料随意放置，学生的生命
安全受到威胁。申长明撰写了一篇题
为《头顶“炸弹”去上学》的新闻，引起
了新乡市当时主要领导的高度重视，
当即作出批示，责令相关部门立即整
改。通过一篇报道，便将安全隐患消
弭于无形，这就是文字的力量。

原阳县的周燕本身是孤儿，在叔
婶相继去世的情况下，她主动担负起
了抚养两个堂弟的责任，在最艰难的
日子里她甚至去菜市场捡烂菜叶维持
生活。申长明在得知了周燕的情况
后，主动联系她了解情况，一篇“爱心
姐姐”的报道一经发出，便引起了社会
各界和政府部门的关注，在报道的影
响下，两个孩子上学的困难解决了，生
活境况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变。

“申老师的采访改变了我人生的
轨迹，在我人生最困难的时候，是他如
同兄长般的帮扶让我获得了新生。惭
愧的是，他帮了我那么多，而我却连一
杯水都没让他喝过。我时常告诉孩子
们，如果你们以后有能力的话，我希望
你们也可以成为一名像申老师那样的
记者，为生活在底层的人送去温暖。”
周燕说到这里的时候，眼中已隐隐出

现泪光。
2010 年，卫辉突降暴雨，村民王

新根承包的 100 余亩玉米地全被水
淹，受灾严重。申长明采写的《划着小
船收玉米》一文，引起了当地农业、水
利部门的高度重视，并帮助王新根等
受灾群众解决实际问题，减少他们的
损失。

诸如此类的事件，申长明的报道
多不胜数。“有些人认为为普通人发声
没有什么好处，不值得。但就是这些
普通人构成了我们的社会。帮助他们
解决困难，就是减少我们社会的问
题。”申长明说。

循 爱 而 行

他用赤诚点燃荧荧星光

在工作中，一个又一个好人故事
让申长明深受感动，他既是书写者，
又是亲历者，最终成为践行者。申长
明积极加入了新乡身边好人宣传志
愿服务队，利用空闲时间深入挖掘身
边好人，积极宣传好人事迹，采访报
道了李同良、赵林、杨志刚等身边道
德模范和好人代表，新闻作品先后获
得河南省新闻奖、中国地市报新闻奖
等多个奖项。

“工作都已经这么辛苦了，空闲时
间你还不好好歇歇，陪陪家人，还要去
寻找好人。人家做好事又不图出名，
也不差你一个报道，你说你天天图
啥。”身边的朋友看到申长明天天奔波
劳累，劝他多休息会。申长明则表示：

“我去寻找好人，是希望他们的事迹可
以被更多人知道，如果人人都心存一
份善念，摔倒的老人便不会无人帮扶，
走失的孩子便不会回不了家。”

在采访时，遇到困难群众，申长明
总是尽力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捐钱捐
物，毫不犹豫。一次，“中国好人”孔祥
卫带领一百多名残疾人参加活动，当
时申长明也在队列之内。申长明主动
担当起照顾这些残疾人的责任，和他
们谈心，倾听他们的心声。深入接触
后，申长明发现大家并没有因为在生

活的挫折而自怨自艾，反而更加坚
强。在这之后，不管再忙他也会抽出
时间去看望他们，了解他们的生活，帮
助他们解决困难。

2021 年 7 月，我市遭遇特大暴雨
灾害，申长明积极参加抗洪抢险，在平
原体育中心做志愿者。在此期间，他
用笔和镜头记录下了无数感人事件。
三名在浙江打工的农民工自发购买价
值 3 万元的物资支援新乡，一名甘肃
残疾人捐赠3万元物资托人拉到新乡
救援，东北一名残疾人带救援队来新
乡参加救援……

“当志愿者时，一天十几个小时帮
助装卸全国各地捐赠的救灾物品，虽
然手也受伤了，可是感觉一切都是值
得的，来自全国各地爱心人士的善举
让人感动。”申长明认为这次志愿活动
对他启发很大，他积极联系爱心商家
为救援队送餐，解决救援队后勤保障
问题。尽管收入微薄，他毅然为受灾
较为严重的延津县捐赠了价值 5000
元的物资。

作为一名新闻记者，申长明曾连
续 13 年走基层，有些地区因过于偏
远，交通不便，有时候只能骑自行车或
步行前往，熬夜加班赶稿子更是常有
的事。可这些在他看来都不算什么，
比起自身的安稳，他更关心那些困难
群众的生活，多一份报道，就多一份希
望。

“长明对待工作认真负责，对待领
导、同事谦虚友善，从事新闻工作多
年，从未出过差错，他写的新闻有内
容、有亮点。他既是一个好人，更是一
名好记者。”《平原晚报》副总编吕郁文
评价道。

“我爱上了这份工作，它让我有
机会遇见无数的爱和感动，我也想
将这份爱和感动传递下去，去温暖
更多需要帮助的人，我愿将毕生精
力投入到无限热爱着的新闻事业，
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发扬好人之光。”
没有豪言壮语，只有肺腑心声，“新
乡好人”的荣誉对于申长明来说只
是开始，未来的路还有很长，未来的
故事还有很多。

申长明在采访中







今日新乡·人物 A05打开报纸读新乡

2023年6月14日 星期三 编辑：姬国庆 校对：杜家俊 版式：夏鹏

“好人”记者申长明
□记者 丁艳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