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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获省新闻奖的背后故事③

“早稻询价”题外话
■夏盈瑜

从街头小事谈“小题大做”
■孙 凛

从2010年之后的每一个粮食收购
季节，我都会习惯性地问一下粮食价
格。高了还是低了，粮农丰收了没有？

或许，这份感情，来自于《粮价定多
少，先问问农民》这篇稿子。

2010年夏季，阴雨天气、台风、洪水
轮番到来，早稻丰收季节，有些稻谷成了

“泥芽谷”，有些倒伏在田头，有些田块，
甚至颗粒无收。

我们随同粮食部门数次下到田间地
头，深一脚浅一脚的农田里，原本只是问
问农民们的收成。不少农民眼角闪着
泪，原本“多收了三五斗”，却变成“价贱
伤农”，大家对当年储备粮收购价格非常
关注。这情形，触动着我们的心。

后来，瑞安粮食部门干脆出台新政，
率全国之先尝试早稻收购询价，以向农
民询价为基础，提供一个合理的价格区
间，政府根据农民提出的建议最终制定
粮价，以增加农民种粮积极性，促进粮食
生产稳定、持续健康发展。

得知此消息后，本报副总编陈增童
叮嘱我“跟紧了，盯牢了。”

政策出台了，首次粮食询价会上，
农民们“热血沸腾”。而当天的写作过
程，同样让我“热血沸腾”。熟不知，
在计划经济时代，所有的农资都统一供
给，农民对粮食价格的制定不参与、不
知情。如今，和所有的市场主体一样，
农民走向市场，农民和粮食收购部门的
关系，从以前的简单供给关系，走向今
天的互利合作伙伴关系，这是多么截然

不同的改变！温州走在人前的岂止是工
商业？这和当年率全国之先取消农业
税，何尝不是异曲同工之妙？

把稿子写完稿之后，陈总迅速对稿子
进行了修改和润色，并将其发给了人民日
报和浙江日报。当时，我们和浙江日报的
编辑都不熟，陈总试着打了几个电话，但是
回复给我们的仍是未知数。“省报要求太高
了！”我们以为此稿刊登无望，可没过多久，
浙江日报记者部副主任童颖骏打来了电
话，热情洋溢告诉我们：“这是一篇好稿，真
是难能可贵！稿子上地方新闻版头条！”等
第二天稿子刊登出时，竟然上了一版！

之后，省里的领导几次来瑞安调研
此事，央视新闻也就此事做了报道。后
来，稿子获得了省新闻奖三等奖，有人和
我谈起这条稿子的意义。

譬如，农民在粮食收购定价体系中
有了自己的声音。也谈到报道跟时下扶
持三农经济发展的政治大局相符合，反
映观念变化，反映市场经济中，政府部门
敢于创新和真心实意为农服务的决心和
勇气。以及如何跳出以往部门工作写
法，如此云云。

我突然想起了那日浙报编辑致电我
们时欣喜而肯定的声音，换做我说，或许，
评奖专家和我们一样，看到字里行间对农
民的尊重，关心粮价下的父老乡亲，可安
好？ 可有笑容？而作为新闻记者，是否
将心比心，波动新闻外的心意？承担新闻
工作者为百姓鼓与呼的社会责任？

新闻比任何东西，更追求真善美。

“我们认为每 50 公斤最低要

120 元。”昨日下午，“全国粮食生

产大户标兵”、温州种粮“状元”陈

庆福代表全市农民就今年夏粮收购

价格向粮食部门提交意见。当日，

来自全市的 10 位规模种植大户代表

和市粮食部门有关人员座谈，参与

夏粮收购价格制定。

夏粮收购定价体系中有了农民

的声音，这在全国尚属首创。以

往，夏粮入库收购价格都是由财政

和粮食部门根据上级部门的指导意

见，参考周边地区制定，并在收购

前告知农民。农民作为粮食的卖

方，对价格制定不参与、不知情。

今年，我市率先尝试夏粮收购“询

价”制度，让农民参与到价格制定

中来。

近一个月来，市粮食部门工作

人员深入到全市各地，与种粮大户一

起对今年早稻的生产成本进行盘点，

实地察看早稻生长情况，并就今年的

夏粮收购向他们进行“询价”。

项宝荣是我市最大的种粮大

户，今年共种植早稻1100亩，与粮

食部门签订订单粮食 50 万公斤。

“收购价格每公斤上下一分钱，对我

来说就是 5000 元的差价。”在马屿

镇田头，项宝荣对粮食部门人员谈

了自己的看法：“今年的农资、人工

等生产成本价格都比去年高，加上

天气不好，产量也有所降低。我认

为今年的夏粮收购价格要比去年高

一点。”据悉，去年我市夏粮收购标

准价为每 50 公斤 120 元 （圆粒） 和

118 元 （长粒），其中包括政府奖励

22元。

昨日，参加询价的 10 位种粮大

户代表全部出席了座谈会。大户们

仔细地进行了成本核算和产量估

算，时而激烈讨论，时而埋头思

考，最后经过认真协商，报出了

“每 50 公斤不少于 120 元”的价格

底线，并期望价格“更高点”。

走出会议室，陈庆福感触地

说：“往年，农民无法参与到价格制

定等政府行为中去，这次‘询价’让

我们深深体会到了农民地位的提高，

我相信，我们给予的意见将为这次政

府定价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

市发展和改革局 （粮食局） 党

委委员叶建华当场表示，将尊重询

价结果。“我们出台粮食‘询价’制

度，就是要让农民为粮食收购价格

提供科学依据。”叶建华说，他将把

农民的意见带到今日省里召开的夏

粮收购座谈会上去，要求省里认真

考虑农民的成本压力，让他们增产

又增收。

（获 2010 年度浙江新闻奖三等

奖、2010 年度浙报集团县市报新闻

奖一等奖、2010 年度中国县市区域

报新闻奖一等奖、2010 年度温州新

闻奖二等奖）

粮价定多少，先问问农民
我市率先启动夏粮收购“询价”制度

■陈增童 夏盈瑜

（刊于2010年7月16日第7版）

新闻摄影作品《有话好好说何必大打
出手》获了奖，我感到无比荣幸和激动，这
是报社新闻摄影第一次获得浙江新闻奖。

我到瑞安日报从事新闻摄影工作已
有十个年头，2002年进入报社摄影部工作
后得到时任摄影部主任庄颖昶老师的指
导和帮助，使我对新闻摄影有了更深的了
解。

2012年 3月17日，我在街头采访外
来务工人员时，看到两名商贩因争抢摊位
而发生争吵。一个大约6岁的孩子在旁边
哭闹，拉着父亲的衣角想阻止父亲打架，
可这位父亲不顾孩子的劝阻，依然和另一
个商贩揪扯在一起。随着架势升级，两商
贩互不相让互扔砖块，在巡警来后依然没
有收敛，反而越战越勇。我在现场抓取了
警察阻止、劝架的瞬间。

日常生活的街头民生类题材最能体
现出社会百态和市民的市井生活。作为
县市报摄影记者没有机会参与国内一些
重大新闻题材的报道，那就要学会将自己
身边新闻做细、做深、做强。

《有话好好说何必大打出手》这幅新

闻摄影作品就是一幕发生在街头的一个
小事件，但我在拍摄时尽量让画面紧凑，
营造了强烈的动感和现场感，形象记录了
一位商贩不顾一旁坐在地上哭泣的孩子，
和另一位商贩为“抢地盘”大打出手，而警
察在两位商贩中间努力制止冲突的惊险
画面。

作品中三个主体人物形态各异，特别
是中间的警察神态和动作给该作品带来更
具强烈的视觉中心。在曝光违法行为同
时，彰显了人民警察不顾个人安危尽职尽
责的精神。见报后被网络媒体纷纷转载，
并被多家网络媒体选为每周精选照片。

最后再次感谢大家对这幅新闻摄影

作品的认可，我将用手中的相机记录身边
所发生的一切。

（获 2012 年度浙江新闻奖三等奖、
2012年度浙江省新闻摄影年赛银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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