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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稿件新闻稿件 40004000 篇篇（（次次），），其中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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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委 批 转部 委 批 转 ，，66 篇 获 时 任 总 理 批篇 获 时 任 总 理 批

示示。。他高高竖起敏感的他高高竖起敏感的““新闻天新闻天

线线””，，解决了上百起难以解决的疑难问题解决了上百起难以解决的疑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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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仪，，不惧恐吓甚至冒着生命危险不惧恐吓甚至冒着生命危险，，为船民为船民、、民工讨回工薪和工民工讨回工薪和工

程拖欠款程拖欠款 11..88 亿元亿元；；他笔耕不辍他笔耕不辍，，不擅用电脑打字的他却常年挥汗誊不擅用电脑打字的他却常年挥汗誊

写新闻稿到深夜写新闻稿到深夜。。三十多年来他用脚步丈量长江三十多年来他用脚步丈量长江，，所写的长江重大所写的长江重大

题材的新闻作品在国内引发一次次的冲击题材的新闻作品在国内引发一次次的冲击，，至今仍余音不绝……被至今仍余音不绝……被

人们亲切地称为人们亲切地称为““长江上最敏感的新闻天线长江上最敏感的新闻天线”“”“新闻专业户新闻专业户”“”“平民钦平民钦

差差””和和““长江生态文明的守望者长江生态文明的守望者””。。

文如其人，人如其文；为人为文，相得
益彰。一路走来，桂慧樵始终认为，记者的
功夫不仅在做文章上，更应体现在做人
上。做一个好记者的前提，应当是做一个
有道德良知、有社会责任感、为民请命的好
人。

桂慧樵不仅要做舆论的发声人，更要
成为人民群众的“传声筒”。无论是凌晨
还是深夜，只要是人民群众有需要，他都
会不辞辛劳、倾心尽力。 30 余年来，他不
畏艰险、不图回报，坚持为老百姓做好事、
办实事、解难事。在很多人眼里，桂慧樵
是他们的“知心人”。船堵了，找桂记者；
要不到工程款，找桂记者；遇到“吃拿卡
要”，找桂记者；碰到疑难纠纷的事，找桂
记者；甚至连船舶发生海损事故和航行中
遇到了麻烦事及法院判决不公等，都要找
桂记者……桂慧樵无数次地充当协调人，
处理解决了无数矛盾，被船民誉为“平民
钦差”。

他不惧威胁，一心为弱势群体发声。
有一年冬天，山东青岛气温骤降。江苏某
公司在围滩工程中将 180 万元船民工资一
拖再拖，使得 20 多名船员生活没有着落。
走投无路的船员们听人说起桂记者，抱着
试一试的心理，拨通了桂慧樵家中的电
话。桂慧樵当即回复，这几天他腰腿痛的
老毛病又犯了，等稍作治疗后就来。是
夜，北风骤起，大雪飞扬，船员们想，这下
完了，这么冷的天气，桂记者能来吗？

次日下午 4 时许，桂慧樵背着一个大
包，拎着装有治疗仪的提包，按照提供的地

址，叩响了船民的门……
在短短三天时间里，桂慧樵不辞辛劳，

忍着腰腿病痛，追着业主，四处奔走，成功
帮船民讨回 50 万元，时隔不久，剩下的 130
万元也足额付清。

事后，船民张辛环在写给《中国水运
报》的感谢信中这样提到桂慧樵：“早上就
出发了，我们帮桂记者整理东西时，发现床
上放着治疗仪，他的腰上还系着治疗腰椎
的围带，他是拖着病残之躯来为我们奔波
的……”

他心系学生，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新闻
学子。 2013 年 8 月，在由中宣部和教育部
启动的高校与新闻单位从业人员互聘“千
人计划”活动中，经时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
雒树钢特批，桂慧樵被选派到中南民族大
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成为一名客座教
授。同样被选派的记者和专家还有许多，
但不同的是，桂慧樵一直坚持在学校培养
指导学生，一批又一批，至今没有中断。学
院院长刘为钦这样评价桂慧樵：“桂老师是
一个有理想的人，有信仰的人，有定力的
人。他外出采访走到哪，就把学生带到哪，
学生们受益匪浅。同时，他还自掏腰包设
立‘慧樵新闻奖’，激励学生多写稿，写好
稿，真不愧是我们时代的精神脊梁！”

中南民族大学“慧樵新闻奖”于 2014年
设立，这是我国首个由记者个人出资设立

的新闻奖项。对此，桂慧樵说：“既然我有
幸来到学院，这是我从采访一线到大学课
堂的升华，我要以自己丰富的记者从业经
验，竭尽所能地帮助那些渴望从事新闻行
业的学生。”

“慧樵新闻奖”正式设立以来，先后共
有百名学子获此殊荣，激励了一届又一届
民大学子探索新闻的深度、感知新闻的乐
趣。2015级学生王爽在获得“慧樵新闻奖”

后的第一时间，便向桂慧樵发去了消息：
“桂老师您好！我是 2015 级文传新闻学专
业的王爽，谢谢桂老师给我们学生锻炼的
机会和平台，让我在第四届‘慧樵新闻奖’
获得了优秀奖。我深知自己的能力还不
够，以后我会以您为榜样继续努力，一点一
点提升自己。”

身如玉树，是挺拔之姿；心若岩桂，是
崇高品质。

他用智慧，点亮火把，照亮真实，立在
时代的潮头，做时代的瞭望者；

他是樵夫，伐木作舟，默默付出，守在
人民的身侧，做人民的守望者。

2016 年 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召
开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座谈会上强
调：“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
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坚持生态优
先，推动绿色发展。”

2018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武汉主
持召开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并
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长江病了，而且病
得还不轻。治好“长江病”，要科学运用中
医整体观，追根溯源、诊断病因、找准病根、
分类施策、系统治疗。

总书记的密切关注、对症下药，让桂慧
樵感到振奋和欣慰。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
始，他就密切关注长江的发展动态。以笔
为戈，他以卫士的姿态忠诚地守护着长江，
风雨不动几十年。他的一篇又一篇深度报
道，敲击着侵蚀长江环境和破坏性开发的
每一根触角，其中多篇报道更是促成了相
关国家政策的调整或出台，是当之无愧的
长江生态文明的守望者。

他春节不休，报道长江堵航促成航道新
规划。1999年大年三十这一天，长江下游九
江段张南水道突然发生少见的阻航事件，一
些吃水较深的大型客轮和船队均不能直航，
船上的旅客只得转载，情况十万火急。

得知这一消息后，尽管已是下班时间，
桂慧樵却没有赶着走，他开始电话联系长
江航道局、长航局春运办、九江港监……但

没人能提供他所需要的详细情况。于是桂
慧樵匆匆给家里打了个电话“请假”，不顾
妻子话语中的怨气，背起包就赶往长江航
运（集团）总公司了解情况。

采访完后，桂慧樵又快马加鞭写了一
则消息。因为自己报社春节休刊，桂慧樵
又忙着联系《湖北日报》《长江日报》及省市
电台接收稿件，有的还得自己去送。

待回到家，已是深夜 11 点多，桂慧樵
只得向爱人连连赔礼道歉。

但第二天一早，桂慧樵又登上“江申 2
号”客轮前往九江实地采访。船到九江后，
由于隆冬时节，江面上风大浪急，为了保证
拍摄效果，桂慧樵坐着港监艇顶着凛冽的
北风，在颠簸的小艇上前后穿梭，飞溅的浪
花不时扑来，冻得他直哆嗦。

连续几天风餐露宿，加之天气突然变
化，桂慧樵患上了重感冒，但为了抓紧时间
抢占独家新闻，桂慧樵顾不上看病，连开两
个“夜车”，一篇题为《长江新春闹堵航——
写在春节运输的航程中》的长篇记者调查
终于完成。

长江航运（集团）总公司运输部负责人
对这篇初稿赞不绝口，并将这篇稿件电传
至交通部，引起交通部高度重视，有关领导

还专程赶赴现场了解情况指导工作。文章
先后在《人民日报·环球时报》《科技报》等
10 余家新闻媒体发表，新华社还将此稿与
他另一篇稿件合在一起，编发了一篇内参，
呈报党中央和国家有关领导参阅。

时任长航局主要领导这样评价桂慧
樵：“你真不愧是长江的好记者！”

他拒绝受贿，“炸”掉违法围滩。有一
年汛期，桂慧樵得知，长江下游江苏境内的
江阴开发区在未得到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下，擅自搞起“围滩”工程，其行为严重违反
了国家的有关规定，危及长江干堤安全。

桂慧樵立即与江阴有关方面进行了联系，
但对方却矢口否认。

为求证此事，在哈尔滨采访的桂慧樵
立马赶往“围滩”现场，拍下了场景作为证
据，识破了有关方面的谎言。谎言被戳
穿，对方站不住脚，慌了神。江阴开发区
某主任在和桂慧樵吃饭时，一工作人员趁
桂慧樵没注意，往他的包里塞了钱。桂慧
樵发现后，立即打电话给对方，要求派人
来看稿件，并把钱拿走。来人看完稿件
后，脸色大变，回去后便动用关系阻止稿
件发表。

虽然面临重重阻力，但桂慧樵没有退
缩，用他的话说，“就是不当这个记者，我也
要把这篇稿件发出去！”话声如雷，石破天
惊，桂慧樵撰写的这篇《长江岂容擅自围滩
搞开发》发表在《中国改革报》和《人民日
报》上，国务院领导看到报道后立马作出批
示，责令江苏省政府一周内将“围滩”拆
除。最终，在当年汛期来临之际，“围滩”被
拆除，确保了长江汛期安全。

其实，桂慧樵所做的还不止这些……
他报道长江梗阻，一石激起千层浪。

有一年春年，长江荆江河段碾子湾因泥沙
淤积而出现堵航，他连续 20 多天和船民们

吃住在施工船上，都没有洗上一次澡。他
深入水利、航道、港监、航运等 30 多家单位
和沿线部分厂矿采访，发表图文报道 60 多
篇（次）。 他 采 写 的《长 江 梗 阻 原 因 何
在？》，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得国家领导人的
高度的关注，并在“九五”期间拨 50 亿巨资
整治长江。

他撰文《六十座大桥锁住“黄金水道”》
《长江上是建大桥好，还是修隧道好”》，得
到时任交通部部长的肯定，同年，温家宝总
理在看了《六十座大桥锁住黄金水道》这篇
文章后，立即作出批示：“请马凯同志参
阅。长江建桥应该充分论证，统筹规划，

‘将错就错’无可挽回。”经过他的不懈地努
力，长江建桥由桥墩模式过江，改为一跨斜
拉桥过江，既解决了船舶过桥难、桥区泥沙
淤积和汛期防洪问题，又使长江终于实现
了隧道过江的梦想。

从《告警！一江浊水向东流》到《长江
会变成第二条黄河吗？》，从《长江在呐喊》
到《谁来保护我们的三峡库区》，从《长江
面临断航的危险》到《长江梗阻原因何
在？》，从《麋鹿保护区紧急呼救》到《白鳍
豚向人类发出呼唤》，从《长江口的鳗苗大
战》到《警钟在长江口拉响》，从《长江鳗苗
大战为何经久不息》到《鳗苗大战的思
考》，从《长江拉响码头大战的警报》到《大
江掀起节日潮》，从《长江陆续添新桥》到
《枷锁正套向长江》，从《六十座大桥锁住
“黄金水道”》到《长江隧道不是梦》，从
《长 江 三 害 警 示 录》到《长 江 何 年 不 闹
灾》，从《长江水患的思考》到《长江汛期又
逢百年大枯水》……桂慧樵的一篇篇经典
报道，无不渗透着他对长江的热爱，无不
为保护长江生态、推动长江绿色发展提供
强有力的决策依据。

有人也曾对桂慧樵说：“桂记者，你从
弃儿到码头工再到记者，现在退休了，也该
享清福了。”可桂慧樵却说：“人的生命是有
限的，但人生的价值是无限的，当人们在为
你到达终点而欢呼时，这意味着新的起点
新的征程又要开始了。”

“我要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回馈党
和人民的关心与帮助。”这份初心并非随意
许下。

桂慧樵生命的开端是从苦难开始的。
1944 年秋天，在动荡的旧社会，桂慧樵的母
亲带着他的哥哥姐姐在武昌沙湖一带乞讨，
生下他后，便因产后大出血离开了人世。以
拉板车为生的父亲无力抚养，只好把桂慧樵
遗弃在沙湖边的荒滩上。后来成为全国劳动
模范的原武汉市洪山区花山人民公社红焰大
队党支部书记罗华启正从此处经过，听见婴
儿啼哭，便好心将桂慧樵抱起，送给了盼子
心切却接连生了三个女儿的桂家抚养。

桂家很穷，却将桂慧樵视为心肝宝贝，这
让桂慧樵从小便体会到人间真挚的温暖和善
意，日后他始终坚守的那份初心也是从那时
许下的——长大后一定要做一个对社会对人
民有用的人，用爱心回报社会和人民。

念完初中，家里再也无力供桂慧樵继续
上学，可桂慧樵明白，只有努力读书才能改
变自己的命运，学校老师见他为人正直善良
又刻苦好学，便主动让他留校帮厨。桂慧樵
每天要挑四十多担水，挑完水他就钻进教室
听课，在艰苦的条件下坚持自学。

1969 年冬，桂慧樵幸运地从乡下被招工
到武汉港务局，当上了一名码头工人。虽然
白天工作劳累，夜晚他仍坚持学习，并费尽
心血写下了一百多篇稿件。然而时值“文
革”，桂慧樵写下的稿件被当作批判的依据，
被人说成是不务正业，图名图利，还开除了
他的团籍。

但他初心不改，将打击和嘲讽当作奋进
的动力，一有空仍然坚持写作，势头如滚滚
的长江水。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这份执着追
求深深打动了《长江日报》的高级编辑张
英。张英亲自来到桂慧樵工作的码头，在卸
水泥的船舱里找到了他。

在张英等老师的指点和关注下，桂慧樵
立下了为新闻事业而奋斗，用新闻连接党和
人民之间桥梁的决心。凭借勤奋与执着，他
写作进步很快，新闻嗅觉也愈发敏锐。可是
鼓励声中也夹杂着不少怀疑和嘲讽，毕竟当
时的桂慧樵只有初中文化，也不是共产党
员，甚至还被开除过团藉。但桂慧樵把那些
冷嘲热讽化作激励自己的动力，他扎根基
层，接触了大量港航、航道、港监的职工，一
边采访、一边写稿。同时，他还挤出时间在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新闻班学习。

正如桂慧樵所言，只要是他认准了的，他
就要设法去做到、去完成。通过几年的刻苦
自学，他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电大的学业，成
为一名真正的新闻人，交通部长江航务管理
局党委经过认真考察和研究，决定破格调他
来宣传部当一名新闻干事。

1992 年 9 月，桂慧樵开始以“本报记者”
的身份在《中国河运报》（现《中国水运报》）
发表文章，正式开启记者生涯，实现了自己
的夙愿。

一路走来，桂慧樵深切地体会到了人情
的温暖与友善，他常说：“是长江的乳汁哺育
了我，我要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回馈
党和人民的关心与帮助。”于是，他用手中的
笔，怀着一颗党的新闻工作者的不渝初心，
向社会、向培养他的党和人民奉献自己的才
智和一切。

在苦难中立志成长

“平民钦差”情系群众

把初心初心初心写成一生信仰的记者
□□ 严洁严洁 邓宇轩邓宇轩 张思懿张思懿

守望长江生态文明守望长江生态文明

在我国新闻界，有这样一位已退休十
余年的老党员，他一步一个脚印，从初中毕
业的码头装卸工到声名远播的名记者；从
长江弃儿到长江生态的守望者；从“新闻专
业户”到“平民钦差”。命运多舛，不曾让
他如火的热情熄灭；掌声雷动，不曾让他前
进的步伐停止；路途艰难，不曾让他如玉的
初心失去光芒。三十六年，为长江奔走；一
辈 子 ，为 人 民 谋 福 。 他 ，就 是《中 国 水 运
报》退休记者桂慧樵。

桂慧樵在漓江。

桂慧樵深入长江下游采访拍摄。

桂慧樵(左一)深入川江采访老航道工。

桂慧樵(左)在白沙洲大桥工地采访工程技术人员。

桂慧樵（左一）在汉口古田陈家墩港区了解堤防施工沙土堵塞港口情况。本版图片由本报资料室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