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元2020年10月7日（星期三）                                                                                                                                                                                                                                   9

份，看望了集中在棉
兰市区华侨中学1000
多 名 候 船 回 国 的 难
侨。

1 0 月 4 日 ， 何 耕
新将所见所闻写成《
光华轮接运第一批印
尼难侨启航返国》一
稿，发回中新社，展
现了难侨的悲惨遭遇
以及中国政府的撤侨
举措。此后，何耕新
又随光华轮第二次航
行，接回了“41名华
侨革命青少年英雄”
。

　　
笔墨见证中国发

展的脚步
何耕新在中新社

采编一线和领导岗位
的三十余年中，从事
政治、文教、体育、
侨乡侨务、港澳、对
台 等 诸 多 领 域 的 报
道，工作地点从境内
到境外，用笔墨见证
了中国发展进步的步
伐。

作为中新社第一
代 体 育 记 者 ， 何 耕
新参加过第26届世乒
赛 、 新 兴 力 量 运 动
会 、 亚 运 会 等 多 次
重大国际体育赛事，
他 率 队 采 访 了 中 国
重返“奥运大家庭”
的洛杉矶奥运会，所
撰写的述评以《石破
天惊》为题盘点中国
体育健儿所取得的佳
绩，被海外华文媒体
广泛采用，受到业内
好评。

何耕新曾参与全

国人代会、陈嘉庚丧
礼等重大报道，三赴
印尼采访接侨，期间
与新华社记者合写的
长篇通讯由人民出版
社出版单行本。在香
港 主 持 采 编 工 作 期
间，面临过渡期的复
杂形势，他正确把握
导向，组织和指挥了
许多重大报道。他在
长期的工作中积累了
服务港澳台同胞和海
外华侨华人受众的丰
富经验，推动了“中
新风格”的形成。

何耕新在中新社
工作期间，先后任编
辑、记者、新闻部副
主任、副总编辑，香
港分社副社长兼总编
辑等职务，曾获“全
国优秀新闻工作者”
称号。

何 耕 新 勤 于 思
考，积极探索对外传
播 规 律 ， 在 中 央 党
校学习期间，从哲学

高度总结自己的长期
新闻工作经验，写成
了《对外报道的辩证
法初探》一文。离开
工作岗位后，他依然
关心海外华文媒体的
发展，关注中新社报
道业务的提升，对外
宣人才培养倾注了心
血。

　　
孜孜不倦提携后

人
何耕新不仅自身

在新闻业务上勤勉精
进，也为培养新闻外
宣人才倾注了心血。
许多人将他当作自己
在新闻业务上的领路
人。

对待年轻记者，
何耕新出题目、说点
子、改稿子，严格要
求，倾囊相授。每当
记者们业务上有难解
的困惑、把握不定的
采访，都能得到指导
和帮助。

中新社前社长章
新新回忆，自己当年
做体育记者的时候,最
怕接何耕新老总的电
话。“写完稿了吗？
什么，还在写？小章
呀,今后体育比赛一结
束，半小时以内必须
交稿！”

中新社总编辑王
晓晖回忆，30多年前
自己一篇一千字的稿
件 被 何 老 改 了 八 百
字。稿件的每个字下
面，何老都重新写了
一遍。

中新社香港分社
负责人魏群回忆，大
学毕业分配到中新社
体育组工作，当时最
怕的便是何老突然推
开办公室的门，手里
举 着 一 份 报 纸 ， 用
沙 哑 的 嗓 音 冲 屋 内
说：“这个稿子咱们
怎么没有报？”

中新社经济部原
副主任余东晖记得，

自己在中新社后的第
一篇社级年度好稿，
就是在何老的力荐之
下评上的。当时自己
入社不到一年，何老
对年轻人的提携与栽
培让人感动。

在中新社原资深
女记者王多多眼中，
何老是个让人“又怕
又爱的老头儿”。“
怕”是因为何老总是
直言不讳指出工作中
的疏忽和错误，令人
敬畏。“爱”是因为
他 在 生 活 中 平 易 近
人。“任我们瞎贫、
瞎逗,也不着急。”

　　
生活淡泊 乐观豁

达
何耕新一生乐观

豁达，与世无争，没
有太多索求。在北京
三室一厅的家中，除
了床、沙发、电视、
洗衣机、办公桌和饭
桌几样家具，便没有
其他值钱的物件。

2017年2月22日，
何耕新在北京望京医
院辞世，除了一套买
下的公房，没有留下
额外财产。后人将其
安 葬 于 “ 八 达 岭 陵
园”，远眺八达岭长
城。北京是何耕新回
国后定居的第一个地
方 ， 也 是 圆 梦 的 地
方。这里，便是后人
的寻根之地。

选自陈浩琦主编
的 《 归 国 华 侨 史 料
丛书 ◎北京篇  第五
卷》

1963年10月3日，何耕新作为第一届新兴
力量运动会记者团成员受到周总理接见。

印尼归侨何耕新的新闻人生(下)
冉文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