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姜燕

! ! ! !唐宁许多重量级报道中，小人物代表是
主角。她在思考那些苦难和悲伤会给社会带
来什么样的影响，希望故事辐射到更广的层
面，激发更多正面的能量。这是她写文章和讲
故事的终极目标，“如果通过和风细雨、客观
真实的报道，让城市管理者了解底层民众的
生活，就会为改变现状制定政策。”

!""#年，一名妇女走进唐宁的办公室，她
老泪纵横，屈腿就下跪，唐宁大惊，赶紧伸手
相扶。这是一位当年去贵州支援建设的职工，
退休后回上海买了一套二手房，想安度晚年，
然而申报本市户口屡次被拒，原因是政策只
允许买一手房的业主落户。她大声哭诉：“我
只有十几万动迁款，怎么可能买新房子……”
唐宁几度咨询相关部门了解政策，反映这位
老职工的困境，虽然没能帮到这名来访者，却
让她开始关注这个为祖国建设付出大好年华
和家庭的群体。她与上海支援贵州、四川、云

南、湖北等地建设的老职工开座谈会，甚至跑到
奉贤西渡“小三线”回沪职工聚居的小区调查，
闻讯赶来的人坐满了两张桌子，滔滔不绝地讲
了$个小时。会后，唐宁又走访了三户人家，基本
掌握了他们的想法和困难。

第二年，唐宁决定跟着这群人“回娘家”，
!""%年&月'#日清晨，她和近十位退休回沪职
工一起坐上了前往贵州的火车。&&小时的车程，
唐宁在硬座车厢里听他们讲述过去的故事。到
了贵州，唐宁又一户户串门，一个个车间走访，
目睹“每位老师傅都被工友、徒弟亲密相围”“每
进入一个厂区，都有年轻徒弟和同事扑上来”的
感人场面。这些打动人心的瞬间，在唐宁的笔
下变成一串串温暖的文字。时任《新民晚报》
副总编辑徐炯!现任"文汇报#总编辑$决定，
将晚报“黄金地段”的“夜光杯”封底拿出来，
从 !""%年 #月 (日至 %日连载这组系列文
章《娘家行，未了情》。

! ! ! !连续两年的上海市人大全会上，唐宁作
为代表都提出了让支援内地建设回沪职工共
享改革开放成果的意见。贵州行报道刊出后
第二年，政府开始给支内回沪人员增加补贴，
此后每年重大节日都有过节补贴，还为他们
设立了医疗互助金机制。为此，上百名贵州支
内回沪人员凑份子，在黄浦江边一家餐厅包
场聚餐庆祝，特意邀请唐宁参加。

唐宁还持续多年关注自闭症患儿这个特
殊群体，她采访过数十名患儿的家长，走进他
们家中，参加家长沙龙，到康复机构了解办学
问题。她撰写连续报道，让社会了解这个群体
的困境，她还在市人代会上递交了关于向自
闭症患儿早期康复治疗提供补贴的书面意
见，得到了主管部门的重视和采纳。

!"")年 &月，唐宁采写焦点新闻《公交车
“喝”乳化柴油 节能又减排》，报道一种让汽
车用油节省 ("*，同时大幅度减排的乳化柴
油新技术。为调查求证，她连续跑了实验室、
公交停车场，走访市科委、建交委及为项目做
评估论证的同济大学汽车学院，找到了新型
乳化柴油在使用中遇到的政策瓶颈问题。报
道发表后，市委主要领导二次批示有关部门
调查核实之后予以解决。上海市人大常委会
城建环保委也高度重视，做了专题调研。!"")
年底，市财政局出台了关于公交车节能减排
专项资金的资助政策。如今，这一新型能源在
巴士集团公交车、交运集团货运车上使用，累
计行程 &"""多万公里，上港国际集团的货运
车也投入试用。

亲历了《新民晚
报》“文革”后酝酿复刊
和多次变革与发展，唐
宁积累了30年的记者
经历。她说自己的新闻
理念都是在《新民晚
报》这所学校里，在前
辈的言传身教中收获
的。多年来，唐宁以深
入基层、为民立言的职
业精神和探索实践，先
后被评为“中国百佳新
闻记者”“上海范长江
新闻奖”和全国新闻出
版界领军人才。她说：
“《新民晚报》是上海人
共同创造的品牌。‘百
姓情怀’是每一位新民
报人的精神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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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报人精神印记!“百姓情怀”

“采访非常非常重要”
“记者应该跟各种各样的人交谈、沟

通、交朋友。”唐宁说。她的作品里可以看
到，她采写过香港两任特首董建华、曾荫
权，采访过许多著名的电影导演、作家和
艺术家，也采访过科学家、医护人员和工
程技术人员。她还参加《日出江花———青
年江泽民在上海》写作组，采访过江泽民
同志。当然，她采访量最大的是普通民众。
“采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唐宁说话

和行文一样，用词精到简练，这里特别强
调地用了两个“非常”。每次采访她都先做
许多功课，了解采访对象的背景资料，精
心准备提问。她坚持好新闻是跑出来的，
写新闻一定要寻找好的故事和精彩的细
节，并从中发现问题。得知谢希德先生去
世的消息，她立即赶到华东医院，看到了
病床上还未取走的名牌。然后她去复旦大
学、美国研究中心和谢希德家，采访了几
十个人，一篇 &"""字的通讯中，谢希德故
事的讲述者就有 )位。
有这样的采访，才有了栩栩如生的人

物形象，《谢希德的故事》写道：“她尊重医
护人员，对每一位帮助她的医护人员说：
‘谢谢’。即使插管伸到喉咙，无法再说话，
她也轻轻捏一下医护人员的手，表示谢
意。”她写谢希德去见美国众议院拨款委
员会主席康迪，康迪也曾就读于麻省理工
学院，她见面如遇老同学般招呼：“‘红袜
子’最近赛事如何？”康迪一听非常高兴，
与她大聊一通，原来两人都是波士顿“红
袜子”棒球队的球迷。

重点关注小人物命运

市人大代表采写新闻

喜欢和人真实地交流
!""(年起，唐宁还担任了上海市记者协

会女记者工作委员会主任。她和委员们一起策
划组织了第 &+届世界中文报业论坛女记者论
坛，就上海女新闻业者的现状与发展做了调查
和演讲；在传媒发展的不同阶段，组织了《新媒
体 新女性 新生活》和《微博的力量》论坛；在
上海妇联与德国女性论坛上她做了《中国媒体
女性业者和新闻中的女性形象》演讲。
做所有事情都需要时间，而时间只有那么

多。唐宁说，只要你想做，时间是可以挤出来
的。她不喜欢应酬，愿意把时间用在读书学习
上。她写上海航空人的大飞机梦!上%中%下$系
列报道，把我国制造飞机的历史资料看个遍，
说只有这样，和设计师、技术人员、试飞员及管
理人员交谈起来，才感觉踏实。帮朋友做企业
报的改版，她买来 !(本与这个行业相关的书
籍做准备，随手翻开一本，上面有用钢笔划下
的波浪线……

很多对于社会问题的发现和判断都源自
生活，人大信访接待中，她遇到一位在经济适
用房申购时屡碰钉子的老人，了解情况之后她
撰写了内参，不久老人的问题解决了，得以入
住新居。唐宁在回访中又了解到经适房管理中
的问题，随后她以各种方式发表意见和建议。
唐宁曾写过一篇新民随笔《禽流感验证“民生
为重”》，文中描述了她和鸡贩子的聊天。唐宁
说她周末常去买菜，看到很多平民的生存智慧
与乐趣。“我喜欢和各种人真实地交流，这样的
生活很有意思。”

!"("年，新民报系推出第二代产品———《新
民地铁报》，唐宁受命出任社长，带领一群年轻
记者探索针对白领读者的生活服务性周报。在
传媒转型期间，为了新民品牌做一些基础性的
工作是义不容辞的，她说，很多年轻人都具有创
新思维和开拓精神，这是新民品牌发展的宝贵
财富，自己也在和年轻记者的交流中获益良多。

———记唐宁30年来深入基层为民立言的职业精神

! 唐宁!右$与贵州支内回沪老职工一起坐火车去贵州

! 与支内回沪老职工成了朋友
! 唐宁!左$在北京小汤山采访染上非典的医护人员 本版图片均为 -.

关注民生与社会发展
唐宁从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毕业后

到《新民晚报》当记者。()+!年元旦复刊首
日的《新民晚报》上，二版头条就是她写
的。当了(!年文化记者后，她要求转岗去
采写社会报道，得到了时任总编辑丁法章
的支持。多年来她始终关注民生与社会发
展。唐宁说：“这也是培育我&"年的《新民
晚报》主导的采编方向。可以说，‘百姓情
怀’是每位新民报人的精神印记。”她淡淡
地讲出这些话，让人怦然心动，点出了《新
民晚报》数十年与读者息息相关的命脉。
上海市新闻工作者协会 !""$年选编

的《当代上海记者丛书》中，有唐宁撰写的
通讯随笔选集《喜欢上海的理由》!上海人
民出版社 !""#年 $%月第 &版$& 翻开选
集，《上海屋檐下》《“阿爸再上岗”纪事》
《上海“房嫂”的故事》……一个个在社会
转型的风口浪尖上漂泊的小人物形象跃
然纸上，他们在奋力抗争中呈现的喜怒哀
乐与悲欢离合厚实有力，并不琐碎。
《上海屋檐下》原是 ()),年国庆节的

应景特稿，唐宁从建造中的地铁二号线南
京西路站获取灵感，去查找这片地块的历
史档案，追溯到百年前英国洋行在此地
的交易。她从居委会名册中探寻到一名
曾是怡和洋行职员的老住户，按照那
个门牌号中 ,家动迁户的新地址，挨
家寻访，挖掘这个地块、这个牌号的石
库门住户的百年沧桑和住房变迁。其中
最早的户主李老先生的儿子在动迁时已
年过八旬，住房和生活的窘迫令他“索性
卧床不起，不分昼夜地在黑暗中瞪着天花
板”，动迁后分到新房子，他“肯起来走动
了，每天晒晒太阳，硬朗起来”。而动迁早
的胡老师也有遗憾：“如果晚几个月，静安
区为小学校长及工会主席和老教师安排
的‘金钥匙’分房计划或许就能轮到她，地
段要比现在住的好多了。”大时代中的小
人物，他们的人生百味，酸甜苦辣咸，在唐
宁的文章中自然流淌，体恤而不矫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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