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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如歌歌行行板板，，镜镜头头里里面面捕捕捉捉感感动动

本报记者 陈文进

和戒毒民警
成了老朋友

鲁中强制隔离戒毒所是我省
第一家专门收治戒毒人员的机构，
有着丰富的戒毒经验，所里独创的
许多戒毒方法已在全国多家戒毒
机构推广，这个所我去过多次，每
次都有新发现。今天，我把焦点对
准老民警汤洪源，他是全国戒毒系
统唯一获国家认证的医生及心理
双料专家。

因为往戒毒所跑得勤，我和汤
洪源成了老朋友，但他的事迹还是
别人告诉我的。有人说，汤洪源住
在戒毒所的时间比住在家里的时
间多。周末和节假日，他会自掏腰
包去北京多所医院进修，向北大、
中科院教授请教有关戒毒的心理
和医学知识。8年来，他先后考取的
心理、管理、医学等资格证书不下
十几个，并参与出版了多本有关戒
毒的论文和专著。他肯花十几万交
学费“充电”，却从来舍不得给自己
买一件衣服。

有人说，汤洪源是个爱岗“不
爱家”的人。常年吃住在一线，他忽
略了对自己的身体和对家庭的关
照。汤洪源患有冠心病、高血压、胃
溃疡、痛风等多种疾病，他曾经两
次住院。一次，他刚住进医院第三

天就躺不住了，悄悄拔下输液管回
戒毒所值班，当时所里警力少，汤
洪源不好意思让别人替他值班，他
的妻子知道后在电话里狠狠骂汤
洪源“不顾家、不要命”。

汤洪源自己说，喜欢挑战自
己。他热衷于把当前的新技术运用
在戒毒上，创造性地把原本用于治
疗癌症、提高学习能力等用途的高
科技仪器经过改进后运用到戒毒
治疗上。

我认为，他是我的榜样。

艾滋病戒毒人员
“烛光乐队”里找回希望

这一年里，我见到了许多“瘾
君子”，印象最深的是一群艾滋病
毒感染者，他们组建了一支“烛光
乐队”。

这支乐队在济南东郊的山东
省戒毒监测治疗。这里是全省唯一
收治感染艾滋病病毒人员的强制
隔离戒毒场所。

他们很特殊，也很消沉，为了
让他们重新燃起生活的信心，干警
们绞尽了脑汁。后来看到许多戒毒
者能歌善舞，民警突发奇想，何不
成立一支乐队，让他们在歌声中找
到快乐，感悟生命的意义，回归正
常的生活。

这个任务落在了26岁的干警
李伟康身上。这些艾滋病戒毒人员
大多是文盲，不识字，看不懂乐谱，

很多人从没摸过乐器。更严重的是由
于长期吸毒和艾滋病病毒的摧残，他
们的大脑严重受损，记忆力和注意力
不如常人，手指也变得笨拙，要教会他
们识谱奏乐谈何容易。

李伟康先选出5名乐感好一些的
戒毒学员，分别教给他们乐理知识和
弹奏吉他、贝司等乐器。经过一遍又一
遍、反反复复地指导，3个月后，全国第
一支由艾滋病戒毒人员组成的“烛光
乐队”成立，在国际戒毒日联欢活动中
初次亮相的“烛光乐队”给大家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

音乐仿佛有着神奇的魔力，几
名乐队成员从曾经的沮丧低迷变
得阳光自信，他们逐渐变得自律、
积极和快乐，乐队成员的情绪逐渐
传染给更多艾滋病戒毒人员，越来
越多的戒毒者主动提出要加入乐
队，戒毒所现已形成了一支6人编
创乐队和一支由20多人组成的合
唱队伍。

每逢重大节假日和诸如国际
禁毒日、国际艾滋病日等特殊的日
子，这支乐队总要登台献艺，他们
或者自娱自乐、或者向人们展示在
戒毒所的戒治成果。这些来自不同
地域不同民族的戒毒人员，爱唱家
乡的歌以遣思乡之情；他们更爱唱
自己编写的队歌，歌唱集体、歌唱
祖国，歌唱绝处逢生浪子回头的生
命赞歌。

在2017年里，我在采访中有
过很多这样的感动。

风风雨雨兼兼程程，，直直奔奔现现场场是是我我使使命命
本报记者 张伟

年三十晚上采访
别人团圆我落泪

我老家甘肃，定居泰安。2017年
1月24日，农历腊月廿六，我接到了
一个单亲妈妈要到泰山顶上，与值
守消防岗位的儿子一起过除夕的线
索。

腊月二十九，我乘车赶到青岛，
探访单亲母亲在青岛的生活情况。
儿子不在身边的日子，这位母亲时
常选择加班，借以分散思儿之心。

“想他的时候，我就看看照片，
我知道孩子忙，也不轻易给他打电
话。”临行之前，这位母亲大包袱小
行李拿了不少，在她准备的这些物
品里，居然还有零食。“这些是儿子
最喜欢吃的，虽然别的地方也有卖，
但是我怕他吃不习惯。”有那么一个
瞬间，我想起了远在甘肃的母亲，她
是否也早已给我准备了好吃的，是
否也曾拿着我的照片，在犹豫着是
否给我打电话？

除夕当天上午，我们爬上泰山，
同事跟拍单亲母亲在厨房忙碌，而
我跟随她的儿子，在天街和后山，巡
查防火。夜幕降临，从山顶鸟瞰泰安
全景，万家灯火闪烁，我俩站在瑟瑟
寒风中，同样陷入沉寂。“是不是有
点想家，想妈妈了？”他点了点头。

回到驻地，团圆饭端上桌的那
一刻，他母亲突然出现在面前，儿子
喜出望外，拉着母亲的手嘘寒问暖。
大家的镜头对准了他俩，闪光灯不

断闪烁，而我的内心深处，却有种莫
名的痛，眼泪顺着脸颊，悄悄流下。

最快赶到现场
让读者看到真相

2017年3月29日，泰新高速突发
团雾，导致22车追尾。事发位置不是
很确定，高速封闭。省道上能见度不
到50米，我驾车打着双闪，全屏导航
指引赶往大致的事发区域。

因为事故地点缺乏地标，我只
能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在一个大致
区域里寻找。

经历了迷失方向、同一个路口
绕了三趟等状况，我终于看见了高
速公路。沿着一条乡间小路行驶了
很久，终于来到了事故地点。我停下
车，翻过栅栏爬上高速路。事故现场
的惨烈情形难以形容，大货车接连
追尾，小轿车被撞下路基，躲过一劫
的司机们忙着打电话。采访救援时，
我得知了泰安血站出现供血不足的
消息。

缺血的消息在最快时间通过齐
鲁晚报各平台发送出去。不光是泰
安市民迅速赶往血站献血，更有义
工从莱芜拼车赶往泰安献血。

那一天，我是唯一一个见证了
事故现场的媒体记者，但是通过齐
鲁晚报的平台，我让每一位读者都
见到了现场。

一分付出，一分收获
好新闻没有捷径

2017年4月9日晚，泰城街头一

夜之间，被“小黄车”占领，同城媒体
率先介入，抢先刊发，这让我们很被
动。失去了抢发优势，那么必然要做
第二落点。共享单车来了，谁批准
的？规划合理吗？监管到位吗？

凭着多年的采访感情，从相熟
的单位获得“小黄车”进泰城违规，
即将全面被清理的信息后，我第一
时间与全媒体编辑对接，在微信平
台发布该信息，并成功获得10万+，
也算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

那天下午，我每隔10分钟就给
“小黄车”客服打电话，10多次之后，
终于拨通电话取得了对方相关负责
人的联系方式。随后一个独家采访，
打破了僵局。

2017年10月12日，我们地方站
配合总部，对黄河滩区搬迁中的东
平耿山口村进行采访报道。时间紧，
任务重，当天赶到东平，已经接近中
午。下午的半天时间，采访紧锣密鼓
的展开，但效果并不是很理想。当时
有多家媒体参与采访报道，当地宣
传部门没法事事都关照我们。经过
与同事讨论，我们决定留下来，多搜
集一些细节，多探访一些村庄，与老
人们聊一聊，回忆当年水患肆虐的
场景。

第二天，我们穿过羊肠小道，爬
上半山腰，走访还未搬走的村民，从
点滴开始，详实记录。10月17日，相
关报道刊发，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
可。

在采访过程中，困难在所难免，
多为成功想办法，少为失败找理由，
这也是我作为一个媒体人，对自己
最基本的要求。

2017年，作为摄影记者，我自
驾车往返省内各个戒毒所30多
趟，对鲁中戒毒所、女子戒毒所和
监测治疗所作了多个专题报道。
作为一名摄影记者，我用镜头讲
好故事。岁末年初，我想讲一讲两
个戒毒民警的故事，他们是我这
一年最大的收获。

作为齐鲁晚报的一名驻站记
者，在泰安工作这些年，经常遇到
各种突发事件的采访，不管白天
黑夜，风里雨里，不是在现场，就
是在赶往现场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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