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人说，记者是一个杂家，什么都要学，什么都要
会。2000年，初入商丘日报社的鲁超先是被安排到广告部
工作。当报社首次成立平面设计室的时候，有着制作网站
经验、懂编程及电脑软硬件技术的他，就成了一名平面设
计技术人员。此后，根据报社工作需要及领导安排，他又
先后到京九晚报发行部、商丘日报发行部、京九晚报办公
室等多个部门工作过。

“刚到报社的时候，频繁调岗。但不管在哪个岗位，
我都十分热爱。这些经历也在日后的记者生涯里给了我很
多帮助。”鲁超回忆道。

2004年，《京九晚报》开设《车行天下》版面，喜欢驾车的
鲁超成为这个版面的责任编辑。“当时商丘市汽车销售企业
很少。为了能刊发出本地车市信息，在编辑组稿的同时，我
开始走进一家家汽车销售店，撰写本地车市稿件。”鲁超说。

此后，商丘的房地产也迎来了蓬勃发展期，《京九晚
报》又开设了《楼市周刊》。鲁超又拎起相机，跟着文字
记者四处采访，拍摄与房地产相关的新闻照片。

“在新闻单位工作，就应该到新闻报道最前线去！”由
于长时间在新闻单位工作，每天都认真阅读报纸上的每一
篇报道，鲁超也被深深触动着：趁着年轻，就要到一线去
做一名新闻记者，追寻自己的新闻理想。

2006年，鲁超成为京九晚报社的摄影记者。“刚开始
担心现场照片拍不好，就选取尽可能多的角度，使劲拍。
每次采访，最少要拍上百张照片。遇到重大活动，甚至一
次就能拍几百张照片，回到报社后再仔细甄选。”鲁超说。

随着经验的不断积累，鲁超慢慢摸索拍摄技巧，渐渐
地可以轻松抓住时机拍到合适的照片，相机里的照片也

“减负”不少。他的作品《九旬老娘状告不孝儿 法庭开在
田间》获得了2007年度全国晚报优秀新闻照片金奖、“赵
超构新闻奖”一等奖。

2010年，鲁超被调到京九晚报民生记者部，开始用笔
和镜头记录社会万象。服务群众，为民解忧——这是鲁超
的工作目标，也是他一直努力的方向。

2011 年 1 月，《京九晚报》 创办了 《晚报帮办》 栏
目，鲁超成为“跑腿”记者。他立足群众需求，坚持问题
导向，倾听社情民意，沟通责任部门，促进问题解决，架
起了市民与政府部门的一座暖心桥。该栏目获“2011年感
动商丘十大新闻人物（集体）”荣誉，鲁超成为“2015年
感动商丘十大新闻人物”候选人。鲁超“跑腿”15年，接

受读者求助上万次，为读者帮办各类事件数千件。其中，
印象最深的就是“卫生纸男孩”宋刘臣。宋刘臣因为患有
先天大疱性表皮松解症，皮肤一碰就会溃烂，甚至蹭到衣
服都会造成损伤。母亲在他的身上裹上一层层卫生纸以保
护皮肤，并吸收溃烂皮肤流出的血水。2015年 1月 15日，
鲁超来到睢阳区勒马乡宋破楼村，见到了宋刘臣，看到这
个孩子坐在教室里，用严重溃烂后粘连在一起、如同肉球
一般的小手握着笔写字的情况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当天回到单位已经很晚了，我却迟迟没有动笔去写稿
子，而是在报社院里踱步两个多小时，下决心一定要尽我
所能帮帮这个可怜的孩子。”鲁超心疼地说。

2015年 1月 16日，《京九晚报》以《让我们伸出手来，帮
帮这个“活在卫生纸里”的男孩吧》为题，报道了宋刘臣的情
况。鲁超还通过个人微博、微信等方式发布宋刘臣的病
情。他所发布的消息，不仅受到广大网友的关注，还被人民
网、央视新闻等媒体的官方微博转发。其中，仅央视新闻的
微博就超过了一亿人次阅读。很快，宋刘臣的报道登上了
多家门户网站的头条，无数热心人联系到鲁超，有的要为

“卫生纸男孩”捐款，有的提供各种治疗建议，还有的只是
想核实一下孩子的有关情况是否真实……

“关注孩子的人实在太多了！在半个月内，我每天晚
上只有两三个小时的休息时间，仅我回复的手机短信就有
5000多条，这还不包括接听的电话和通过微信、微博等方
式进行的回复。”鲁超回忆起当时的情形时说，“社会各界
的爱心纷纷涌来。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大家就为这个曾
经只能‘活在卫生纸里’的男孩募集到 60多万元的善
款。”北京的爱心组织也联系到鲁超，协调到了前去北京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疗的机会。鲁超又陪伴着“卫生纸男
孩”到北京治疗……

群众来《晚报帮办》求助的事件很多，一些事件错综
复杂，需要足够的时间才能解决。在此期间，鲁超也会持
续关注那些还未落实到位的事件。2015年，他在采访中与
时任商丘市义工联会长李东亮策划在五一劳动节之前，联
合举办“五个一”系列活动，即为环卫工人提供免费体检
一次、为环卫工人免费理发一次、让环卫工人免费洗澡一
次、让环卫工人免费到酒店吃顿饭、让环卫工人免费旅游
一次。通过“五个一”活动，鲁超深入了解到环卫工人们
的辛苦付出。在此后的多年里，他始终关注着“城市美容
师”群体，成为许多环卫工人所熟悉的“记者朋友”。鲁
超的一篇篇报道，让更多读者了解并认识到环卫工人日复
一日的默默付出，提升了环卫工人的社会地位。

2013年 10月 23日，一位大学生村官向鲁超求助，在宁

陵华堡路小楼村有多名留守儿童，他希望通过媒体呼吁社
会各界，为这些孩子提供帮助。很快，鲁超就了解到该村共
有留守儿童83名，他们都十分渴望能阅读到自己喜欢的课
外书籍。同时，有的孩子想拥有一双不冻脚的棉鞋，有的孩
子渴望得到一双棉手套，有的孩子想在家门口看一场电影，
有的孩子想去北京看看天安门……在他的努力下，当年 11
月16日，由爱心企业和众多爱心人士组织的爱心车队，将图
书、衣服、自行车、文具等爱心物品送到了路小楼村。“11月
的乡下特别冷，看到孩子们戴上新帽子、新围巾时脸上洋溢
着的笑容，真的如同冬日暖阳一般照在我心里，感觉自己做
的一切都是有意义的。”鲁超说，“这个爱心活动持续了半年
左右，该村留守儿童的心愿全部达成。”

对鲁超来说，参加大型跨区域采访活动也是一段难忘
的经历。在2014年“溯源母亲河”采访中，为了节省外出采
访的支出，路途中没有专职司机。于是，在30多天的时间里
都是鲁超自己驾车，甚至在一天之中驾车的时间最长超过
了14个小时。到达采访目的地后，他还要采访拍照。到达
住宿地后，他顾不上休息，还要选取当天拍摄的照片。在采
访黄河中上游的各方面情况时，采访团只能沿着黄河岸边
走，这里常常都是人迹罕至的地方，道路坑洼不平、崎岖难
行不说，还遇到了道路塌方、落石、山体滑坡等险情。比如，
他在内蒙古乌海市遭遇了沙尘暴袭击，在黄河源头经历了
高原反应，以及难以想象的六七月份高原突发冰雹、大雪、
雷暴、强降雨等恶劣天气。在老牛湾，采访团为了采访黄河
与长城“握手”的景象，鲁超将车从悬崖峭壁旁的小路开上
去；到了山顶向下看到险情，久久不敢再开下来。最后，他
鼓足勇气，让同事全部下车，一个人将车开到山下。“其实，
能够胜任大型跨区域采访任务，离不开曾经做过专职司机
及摄影记者的经历与经验。”鲁超回忆道，“曾经的工作经历
和经验，都可能会在某个时刻发挥重要作用。尤其是对于
记者来说，绝对是学无止境、艺不压身。”

2024年，是中国媒体融合的第十个年头。鲁超认为，
新媒体时代的传统媒体记者，遇到的不是更多的困难与阻
力，而是新的思路与机遇，“如今，传播方式与手段愈加
丰富，对于记者来说，应该通过更多的平台与方式，奏响
商丘好声音，书写商丘好故事”。

商丘日报深度报道部记者鲁超：

学无止境 艺不压身
本报融媒体记者 付盛凯

2015年1月，鲁超（右）在睢阳区勒马乡宋破楼村采访“卫生纸男孩”宋刘臣。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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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帮办》 记者走入社区、走上街头，鲁超 （左
一）面对面接受市民求助。 受访者供图

《晚报帮办》 记者走入社区、走上街头，鲁超 （右
二）面对面接受市民求助。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