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免费的大学生简历(模板5篇)
演讲稿也叫演讲词，是指在群众集会上或会议上发表讲话的
文稿。演讲稿是进行宣传经常使用的一种文体。演讲的作用
是表达个人的主张与见解，介绍一些学习、工作中的情况、
经验，以便互相交流思想和感情。好的演讲稿对于我们的帮
助很大，所以我们要好好写一篇演讲稿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
讲一讲演讲稿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记者演讲稿篇一

大家好！

我曾经采访过生活在喀斯特山区的山里人，你们很难想像真
正的贫困是什么：那是苦捱岁月，了无指望；那是彻底的一
无所有，被迫地听天由命；那是全部的家当加起来还不足10
元人民币……而这群山里人没有向命运低头，他们用愚公移
山的精神改变山河，改变生活，他们的行为让我懂得了什么
叫做与命运抗争。

我也曾经采访过在许多人信奉“金钱至上”的今天、却仍然将
“劳动模范”这个似乎过时的称号当作三代人追求目标的一
家人。坐在他们的中间，我感到自己的心境是如此的轻松和
纯净。当他们一家人兴致勃勃地唱起大多数人已经久违的
《咱们工人有力量》这首歌时，我的眼睛湿润了。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超脱世俗、淡泊名利，让我真正看到了人生价值
的取向。

我还曾经采访过响应党的号召，离开繁华的都市，来到贵州，
将青春乃至生命都献给了三线建设的三线工人。几十年的风
风雨雨，他们不是没有眼泪，也不是没有怨言，可我所看到
的情景是：几个月没有拿到一分钱工资了，他们仍然是听着
厂里的广播准时上下班。他们中间的许多人，来自北京、上



海、天津、南京，可他们今天的穿着，已经丝毫没有大都市
的气息。这些三线工人中，很多是生产飞机的心脏零件的，
但大部分人却一辈子没有坐过飞机。今年春节，我亲眼看见
一位第一次乘坐飞机回上海探亲的三线职工不知道怎样系扣
安全带，除了默默地帮他扣上安全带外，我还能说些什么呢？
是这群善良而敦厚的人，教会了我什么叫爱岗敬业、什么叫
无私奉献。

在这里，我要给大家看一张照片。照片上的这位老妈妈叫杨
家珍，今年已经70岁了，自从被丈夫遗弃后，她一直靠捡垃
圾为生。照片上的五个孩子，都是她捡垃圾时捡回来的弃婴。
13年前，她拾回了第一个孩子，如今，这个孩子已经读到了
小学六年级。民政局的同志介绍说，杨妈妈很善良，她的行
为合情合理，但是不合法，值得写一写。于是，我去了杨妈
妈的家。

那天，孩子们都去上学了，在一贫如洗的家里，杨妈妈对我
哭诉：我不是要当人贩子，也不想靠他们养老送终，我只是
想，他们也是一条生命，养活了他们，兴许还能为国家做点
贡献。杨妈妈哭着说，我也哭着听。杨妈妈说，记者同志，
你信不信，我现在做菜时，就是将油放在锅里过一遍就拿出
来留着下次用，但孩子们需要营养，所以我总是一个劲儿地
扒饭，尽量将菜留给他们，但孩子们懂事，总是抢着给我夹
菜。那一次的采访，我的采访本被自己的泪水浸湿了。

去年春节，我抑制不住对杨妈妈和五个孩子的思念，提着一
大包送给他们的衣物，再一次走访了杨妈妈。她明显地老了，
可五个孩子却比以前长得结实和健康了。杨妈妈说，由于记
者的报道，他们得到了来自社会的关心和捐助。然而，杨妈
妈仅仅留下了少部分的生活必需金，其它的，全部捐给了五
个孩子读书的学校，杨妈妈欣慰地对我说，她如今最高兴的
事就是政府为她的做法撑了腰、正了名，她已经别无所求，
她唯一担忧的是，自己的年纪一天天大了，这五个孩子今后
该怎么办。孩子们听到这儿，不约而同地跑到杨妈妈身边，



帮她捶背捶腿，并嚷着说：“妈妈不会死的，妈妈会长命百
岁。”那一刻我的眼泪再一次忍不住掉下来。告别他们的时
候，已是暮霭时分，五个孩子抱着我送他们的衣物欢呼雀跃，
杨妈妈却蹒跚着脚步将我送了一程又一程。我知道自己没有
资格哀怜他们的命运，没有资格仅仅付出很有限的金钱就承
受他们莫大的感激，因为恰恰是他们，让我知道了什么才是
人世间的真善美。

这个世界，唯情是真，唯爱是本。我没有想到，情和爱，这
世间最浪漫的两个字眼，竟被一位古稀老人演绎得如此深刻
和感人。

现在每当走在华灯初上的街上，当一个个素不相识的行人与
我擦肩而过时，我总是想，他们或许就是我采访的众多可亲
可敬的人当中的一个。是的，正是这些可亲可敬的普通人用
他们的言行潜移默化地感动着我，教育着我，一直让“正
直”这种清明的心境从来没有在我心中动摇过。我庆幸的是，
在许多人用“物欲横流”用“人心不古”之类的词来形容这
个社会时，在许多人因为价值取向的偏差而变得玩世不恭时，
我却常常能被这些普通人所感动，常常因为他们的精神和信
念而泪流满面。

我想，人的一生总会有许许多多的往事和经历，不管将来我
是否还从事记者职业，不管今后我是否还拿着话筒穿梭于大
街小巷，我都将永远忘不了记者这段生涯。因为从这里开始，
我学会了人类许多美好的品质，而这些品质，将始终如一地
贯穿我的整个生命。

记者演讲稿篇二

无论走出多远，都不要忘记为什么出发。

作为一个怀疑主义者，我对一件事情、一份工作，评判的标
准和《士兵突击》中的许三多类似，那就是有没有意义。



那一年冬天，一对来自湖南的夫妇来到报社，焦急地诉说他
们在长春一所大学读书的女儿小曹已经失踪多日。我一边冒
雪奔走在学校、公安局、医院和志愿者之间，一边在报纸上
苦苦呼唤女大学生的归来，同时心怀侥幸地构思见到女孩时
要如何严厉地批评她的贪玩。可当我听到女孩跳楼自杀的噩
耗，听她的同学追忆起她对大学生活的失望，听她一夜白头
的父母回忆女儿在电话里对生活中种种不如意的哭诉，我觉
得我的工作刚刚开始。我采访了心理学家、教育专家，写下
关于青少年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缺失的思考，并邀请到心理医
生来报社开通热线，解答形形色色的成长的烦恼。十二年过
去了，今天，各大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越来越受到重视，健
康之网已经织就，成了陪伴心灵成长的有力“支点”。——
关注一个新的社会问题，我觉得我那一天的出发是有意义的。

那一年春天，接到某矿区周边私挖小煤窑猖獗的热线后，我
和电视台的同行装成买煤的客户，费尽周折来到了被伪装成
民宅的小煤窑外面，却被两名彪形大汉拦住。事先商量好的
台词一下忘光了，幸亏电视台的大哥够机智，一把把我推到
身后，气冲冲地指责对方：“你们吓着我媳妇了。”趁对方
愣神之际，我终于影后附体，探出头来怯怯地说：“买点煤
这么费劲，咱这浴池别开了吧。”于是，我们成功了，两名
男子不仅带我们实地踏访了这个小煤窑，还领我们把周边几
个小煤窑走了个遍，我也完成了一份沉甸甸的报道。后来，
这一矿区得到综合治理，私挖滥采现象得到有效遏制，困难
群众得到帮扶救助。——关注一个区域的平安和谐，我觉得
我那一天的出发是有意义的。

那一年深秋，我在一所监狱采访时结识了当时正在服刑的大
刘，民警介绍说他喜欢写作，屡屡投稿却总是石沉大海，希
望我能指导他写写新闻稿。他递给我一份手写的关于当天活
动的稿件，一直漠然的脸上表现出既紧张又期待的神情。我
采用了他写下的部分内容，对于民警转寄来的他的作品，无
论是新闻还是诗歌、散文，我都认真阅读，提出修改意见，
并且有选择的发表在报纸上。民警说，这件事激发了他的改



造热情，他在狱中的表现一天比一天好，屡次立功减刑。直
到有一天，终于脱下囚服的他扛着一袋大米找到我，他
说：“孔记者，虽然你比我小十多岁，但你是我最尊敬的人，
你给绝望中的我带来希望，你放心，就算为了不辜负你给我
改的稿子，今后我也要做正当的生意赚钱。”——关注一个
人的命运转折，我觉得我那一天的出发是有意义的。

时光荏苒，我关注的目光因岁月的洗礼而更加深沉。从一个
人的欢笑泪水，到一家企业的盈亏沉浮，再到一座城市的幸
福活力，作为一名基层新闻工作者，我走遍了我所在城市的
大街小巷、城市乡村，亲眼目睹了她的扬帆远航、日行千里。
作为时代的记录者，我和我的同行们忠实记录了地震、洪水
面前的众志成城；奥运圣火点燃、神舟翱翔九天时的百年梦
圆；全国两会上吹响的复兴号角；联合国大会上传递的中国
声音。作为航程的瞭望者，我们还将时刻心怀家国梦想，在
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谱写壮丽篇章，守望我们深爱的祖
国一路平安。——关注我们所处的时代，广泛而直接的参与
社会进程，我觉得我的随时出发是有意义的。

但仅有意义，并非全部。

“我记得昨天夜里临时通知这个采访取消了。”我用颤抖的
手抓过手机，使劲地翻阅通讯记录，前一天夜里十点，我的
主任的确给我发来了该采访取消的通知。我一下子瘫倒在床
上，甚至没有力气脱下穿了一半的裙子。我把脸埋在被子里，
与后怕相携而来的是一阵阵懊恼，当记者十多年了，为什么
面对工作还这么紧张、这么不从容？后来我在聆听一位前辈
的演说时终于明白，那说明我依然敬畏着这份职业。正是这
样的对职业的敬畏之心能够让我对新闻工作始终充满热忱与
投入，让我铭记 “无论技术多么娴熟都不能取代内心的真
诚”，让我无论走出多远，都不会忘记自己为什么出发。



记者演讲稿篇三

时光如梭，转眼间又到了金色铺满山野、硕果累累的季节。
我们在宣传系统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的活动中迎来
了第十二个记者节。今天在这里，说说我对记者这个崇高职
业的敬仰之情和对下基层采访活动的感慨。

xx年4月，我有幸参加市委宣传部组织的“非典期间基层采访
组”到朱阳、五亩、苏村、尹庄等乡镇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基
层采访活动，距现在算起来已经整整八年了，可是，过去的
事情却历历在目。

八年中，我从记者到编辑，从下基层到固守阵地，虽然寸步
不离新闻这两个字，但是，差距可想而知。有时我也想：如
今山区群众的变化如何?他们现在的生活怎么样?抽空能重回
故里，听听犁牛河的水声;看看紫石沟的风景;闻闻梁庄烟叶
淡淡的清香;望一眼闫家沱郁郁葱葱的中华杜仲那该多好。从
新闻里，听我们的一线记者发来报道说：朱阳不再是种烟叶、
栽杜仲、发展香菇、生产紫石砚。他们发现另一支柱产
业——栽核桃，而且生产的核桃在全国是挂上号的名牌产品。
到了秋天，革命老区朱阳的每一个山疙瘩都是核桃的天下。
八年前的苏村，一条条、一道道的村路几乎都是不到三尺宽
的土路。当时，胡坡村的村民很知足的说：我们村修路了，
架子车、摩托车可以进山了;段家洼的乡亲说：三门峡教体局
驻村工作队给村建学校了;卫家磨的老百姓指着河滩说：这里
要重修水库了;董家沟的老百姓开始种大棚菜了。

10月26号，我和三门峡日报住灵宝记者站站长牛富江、新闻
部主任周敏、金城灵宝记者屈建国一同去久别的苏村原上，
眼前宽阔的水泥路、布局合理的店铺、卫生整洁的街面和扑
面而来的果香让人心旷神怡。新农村建设楼房干净整齐，自
来水、卫生间生活设施应有尽有。

当年的散户进了小区;7、8个学生，一个老师，三个年纪的复



式学校取消了;卫家磨变成了以灌溉、供水和防洪为主的中型
水库;就连西红柿也被香港麦当劳快餐店包了。记者、基层、
群众，我不知道能不能说好三者之间的关系，可是我能明白
一个道理：作为一名记者，时刻都离不开基层，到基层就必
须深入群众。

有句话说：基层，是新闻报道永不枯竭的源头活水;群众，是
新闻工作者毕生学习的最好老师。我的同事们，也正是有这
样的毅力和信念，他们才能扎根基层，采来了老军人义务修
车的感人事迹;采来了为村民建健康档案背着设备步行山路而
摔伤腿的乡村医生王帅军;采来了情系社区群众，免费为贫困
老人、军烈属上门服务的好警嫂孙晓萍;还有农村第一书记的
榜样张学恩、杨波、南岳武、申占军;大学生村官张少壮等等
一批优秀青年干部和反映和谐社会风气的好人好事。

我骄傲我有这份职业，我更佩服我有这么好的一帮同行记者，
在少数人才知道有记者这么个节日的今天，我代表广播电台
的所有编辑记者说一声：大家节日快乐!谢谢。

记者演讲稿篇四

站在新年，回望去年，总有一种感动让我泪流满面。

我想起新闻界“好记者讲好故事”活动的数个感人瞬间，想
起举办中的艰难曲折与欣喜快乐，想起去年冬天在全国新闻
单位和高校的巡讲，恰如冬天里的一把火，再次点燃学子的
新闻理想，恰如春天里的一股暖流，重新激发出记者的崇高
企盼——不忘初心从哪里出发，本来为何出发，现在如何再
次出发。

对记者来说，讲故事是本职，讲好故事是本事。把好故事讲
好需要水平，好故事是有味道的。听好记者讲好故事，从演
讲比赛到全国巡讲，有些故事，我都听了十多遍了，每次都
流眼泪。有些故事，听了多次终于有一次忍不住流下眼泪，



因为讲故事的人水平不断提高，把内心的真情尽情绽放、深
情释放。做成一件事，收获一份感动，同时培育一个讲故事
的人，把他讲故事的潜能发挥出来，这于我，也是一种欣喜。

有人说，好的讲述应该有“三声”，掌声、笑声、哭声，是
效果也是标准。听着他们的故事，回味这些掌声、笑声、哭
声，我想到了许多。我是一个服务者，参与者，但首先是一
个倾听者。

掌声来自哪里?在广西师范大学，解放军报驻西藏记者站的郭
丰宽讲了不到七分钟，掌声响起十三次，老郭没想到，我们
没想到，大学生来之前也没想到。

四个人，四个故事，真实再现了西藏的苦、战士的爱、生活
的难、人民的情。讲到一些细节，讲到起承转合，掌声从千
人现场的各个角落响起，汇成一条人心激荡的河流。这掌声，
让老郭都有点懵了。其实，他刚下高原不久，来到平原还有
些醉氧，上台前还头疼得要命。你献出这份真情，人家就回
报这份真情，你奉献这份赤诚，人家就回报这份真诚。老郭
说：“讲完这场，我就要重新回到高原，回到驻守边关的战
士中间，迎接新年。”掌声再次响起。

地理的高原不是所有人都能抵达，人生的高峰也不是所有人
都能到达，但情感的高峰只要真心付出，每个人都能真实体
验。

笑声来自哪里?对于湖北人民广播电台的简然来说，各个时代
的大学生有各个时代的笑声。

她讲的题目是“今夜不寂寞”。大学生一听就笑了，而且是
哄堂大笑。她读到的是：虽然有一种难以跨越的沟叫“代
沟”，虽然有一种差别叫“阶层”，但也有一种沟通方式
叫“共情”。她理解这就是今天的年轻人，她也轻松地笑了。
她讲二十一年前寂寞还是寂寞的意思，而菊花也还只是一种



花，她说坚持了二十一年做这个响彻湖北夜空的栏目，讲其
中遇到的人，讲做过的事，讲到残疾姑娘找到爱情、农家孩
子走入大学。听她讲着学生曾经拥有的故事，大学生们的表
情由轻笑到庄重到会心一笑。当听完夜幕下的故事，简然爱
心基金启航，大学生的笑声和掌声交融一起，经久不息。

简然说：“是的，我们必须懂得俯下身去，怀着恭敬的心情
仔细倾听比你更微弱的声音，我们的故事不在于多华丽，而
在于多少人能听得明白，能说进多少人的心里。”敬畏高尚
就从尊重他人开始，讲述故事首先从学会倾听开始。

讲故事必须眼中有人、心中有情。尊重听众的心理首先必须
关注听众的表情。年轻的记者在这方面走得更远。

做特别报道的吴喆华讲的故事题目是“可以没有爱情，但不
能没有真相”。看到演讲题目播放出来时现场有笑声，他上
场郑重强调“本次演讲不是来征婚的”，立刻又有笑声。他
讲如何去暗访，借工牌混进工厂、把u盘含到嘴里、见到有人
来追赶躺在平板车上溜出来……这些生动的细节，引来阵阵
笑声。笑声背后是会心，是共鸣，是对新闻事业执着追求的
共享。笑声背后雷鸣般的掌声，何尝不是对舆论监督的肯定，
对坚守职业精神的赞许，对新闻使命的敬礼。

复旦大学一位教授说，应该让好记者进课堂，让好故事进课
堂，几个好故事胜过半学期课。是的，讲故事里面的笑声，
讲故事之前之后互动激发互相启发的会心笑声，表明我们的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课可以讲得更生动活泼一些，可以更丰富
多彩一些。讲故事不是端着的，听故事不是坐着的，那是人
与人的互动、心与心的交流、情与情的传递。在浙江大学巡
讲，数百人无一退场，听说不少人听着听着就推迟或放弃了
晚上的周末约会。

哭声来自哪里?因为讲的都是记者亲历、亲见，故事都是记者
自采、自写，好记者讲起好故事，身段是柔和的、声音是平



和的，但越是这种平和，越是映衬出故事的真切真实。

哈尔滨日报陈楠讲到在采访与救人之间抉择时，认为记者应
该先救人，而准备救人前考虑到可能有去无回，把父亲多年
前赠送自己的笔交给别人，这支笔的故事让人泪眼蒙眬。父
亲盼子快快懂事的殷殷希望、记者社会责任要求必须暂时放
下可能永远失去的父子亲情，这支笔的故事让人泪流满面。

光明日报郑晋鸣讲述小岛夫妻故事，讲到王继才升旗、王仕
花敬礼，姿势并不标准，却美得让人掉泪，让听者也情不自
禁掉泪。没人要求、也没人看她们升旗却坚持守岛二十八年，
一万又二百二十天，用坏了一百七十多面国旗，听坏了十九
台收音机。“为什么坚持不悔?因为岛就是家就是国，守岛就
是守国家，如果当年日本鬼子侵略连云港时，我们有人在，
敌人就上不来。”听着这话，多少人感慨良多、沉思不已。
讲到大女儿结婚化了五次妆，父母迟迟没有来，因为遇上台
风天，讲到 “我走得慢点，或许爸妈就能赶上了”，听着姑
娘的心声让人泪流满面。亲情永远是拨动人最柔软心弦的拨
片，真情永远是打湿人最温暖脸庞的泉眼。郑晋鸣讲别人也
是讲自己，讲写了半辈子好人，还是有没写完的故事，每次
讲到最后“我在岗位工作的时间还剩五年，做事的时间越来
越少，但做人的时间越来越长”，场场都是掌声经久不息。

掌声源自感动着你的感动，激发一种喷薄而出的冲动和激动。
笑声源自快乐着你的快乐，涌起一种自然而然的触动和会心。
哭声源自情不自禁的伤感，流淌着一种无法隐瞒的情意和情
怀。倾听台上故事，倾听台下“三声”，鼓舞我们讲好中国
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此次巡讲，走进新闻单位和高校，再次感动新闻记者，感动
新闻学子。新闻记者正在路上，需要激励。在现实与理想之
间徘徊，需要选择崇高，也需要脚踏实地。在坚持与放弃之
间犹豫，需要坚定信心，也需要不忘初心。对这些关切与思
考，好记者的好故事应该说给了部分答案。新闻学子激情梦



想，展望来时的路，热情满怀。新闻记者行进中国，抒写精
彩故事，走得越深，写得越实，文风更加清新，故事激荡人
心。

我们倾听这些故事，听着那人那事，听着掌声笑声哭声，三
生有幸也。身处这个伟大时代，倍感幸运。有触摸温度的手，
有体会真情的心，对人民有深情，对生活有热爱，就会有发
现美的眼睛、倾听故事的心情、传递故事的冲动，这种处处
留心，这种时空移位，这种角色换位，我想，不但应该是记
者的.职业历练，也应该是我们每个人体味别人、体会历史、
体察时代的情感磨炼。

记者演讲稿篇五

大家上午好！今天我们在这里集会，欢迎61位新同事加入我
们。就在刚才李老师也任命了新团长。新团长、新同事，相
信记者团在你们的共同努力下会越来越好。在这里，我对记
者团过去一年的工作做一个总结和回顾，希望对新同事了解
记者团和记者团以后开展工作有所帮助。

武科大校报记者团可以说在湖北乃至全国高校记者团中独树
一帜。湖北省委机关报《湖北日报》07年以《培养新闻人才
的一个摇篮》解析武科大校报现象。在校报二十余年的发展
中我们一直秉持“非专业人做专业事”的理念做新闻。非专
业人如何专业地做新闻，还要做的比专业人做得好，这看似
是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而我们破解的答案其实很简单，说
出来大家肯定都听过，“功夫在背后”。正所谓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报上看似简单的一篇稿子，师兄师姐看了多少
书，修改了多少遍，被毙掉了多少次，每个校报记者算下来
都将是一个厚重的数字。举个例子大家感受一下：谢静学姐
代表作《有多少事可以重来》写作历时半年，前后修改了二
十余遍，稿子被老师毙掉后哭着重新推倒重来。

从新闻门外汉到第一篇稿子见报，半年到一年的见习期也是



一段难熬的路，这就需要大家保持斗志，并且多学多问。不
懂不要紧，只要肯学肯问，我们分配的老记者都会尽力帮助
大家。“先模仿后创新”是总编李老师一直推荐的新闻学习
方法，这里也推荐给大家。不抛弃，不放弃，你们61人都将
是记者团的栋梁。

过去的一年，于学校是不平凡的一年，于校报也是不平常的
一年。本科教学水平评估，110周年校庆。这两个活动记者团
很好地执行了编辑部的策划，完成了校内外的宣传报道。最
近翻看《楚天都市报》的“功勋湖北100人”大型报道，和我
们校报组织“110周年校庆”的报道有异曲同工之妙。前前任
袁于飞在任时，记者团外宣稿件到达了一个新的高峰，我们
上一届没能复制他们的辉煌，对外发稿量有所下滑。总编李
老师今年专门设置了负责对外发稿的副团长，我想老师这样
安排是希望通过这种改变提高大家的对外发稿意识，形成外
宣氛围。在强调对外发稿的同时，我们也必须加强背后的积
累：多关注外媒教育新闻，研究写作方法，积累人脉和经验。
厚积薄发需要一个过程，开始大家不要着急，脚踏实地，扎
实做好每一个稿子。当然，不报道学校负面新闻是我们外宣
工作的底线，也是红线，大家切记。

记者团现在有青山和黄家湖两个记者站，如何将两股绳拧成
一股，也是今后一年大家必须思考的问题。多交流才能更亲
近，交流需要渠道，qq群一个，面对面的交流也是必要的。可
以联合起来组织一些活动，如大家马上要出去的秋游，或者
在记者团办公室自娱自乐也是可以的。再就是像招聘会、迎
新等大型采访活动也要精心策划，这也是一个不错的交流渠
道。

记者团主要有两个任务，一个是刚才谈到的外宣，还有一个
就是为新闻网、校报供稿。为校报供稿，就要先了解编辑部
的意图，这就要求我们和编辑老师多交流，除了完场编辑部
的策划外，我们自己也要多思考，有想法及时和编辑老师碰
撞、交流，并及时出稿。在出稿这方面，记者团现在养成了



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做事拖拉。李老师上学期专门进行了话
题定人、定时间，现在看来，效果不是很好。“你们现在做
事没有激情，磨磨蹭蹭，心态老年化”这是上上周沙龙李老
师对这种现象的总结。这点大家以后要加强，看看是不是出
台一些奖惩措施来强化出稿率。

杏老师说：“我们在校报要培养两种能力，一是写稿，二是
策划。”说一点自己的经历。7月黄家湖校门口电子眼安装完
成，这是校报记者一直关注并且推动的结果。在写这个稿子
的时候，我联想到胡芳学姐她们“五朵金花”时期，在学生
中流传的一句口号“有困难找记者”，准备做一个策划稿：
系统总结记者团十余年来为学生服务走过的道路。虽最终夭
折，但我觉得通过这一段经历，思考的高度得到了提高。说
这个是希望大家以后要学会思考，学会策划，哪怕是两个人
的一个组稿。这种能力将受用一生。

李老师常说团长是为大家服务的，是个累人的差事。如何协
调组织好记者团的活动不仅是个累人活，还是一个技术活，
得讲究管理艺术。这点，上一届做的不够，望后来者引以为
戒。首先像例会、沙龙等常规活动必须严格制度，常抓不懈。
特别是沙龙，可以说是我们校报的精华，大家不来太可惜了。
以后可以录像或是录音，实在不能来的同事可以上网观看，
这个主意不错。记者团财物和财务要逐步规范，李老师在开
学初也提到了重新修改记者团章程，这个工作大家要尽量落
实。

看到十一期间，关于我校的两篇反响不错的稿子，让我们大
家看到了下一届的希望，长江后浪推前浪，历史总是进步的，
相信大家各项工作一定能做的更好。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