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血液，是拯救患者生命的重要物质。 上海市每天需要约 1500 单位的血液才能保障临床用血需求。
但是，即使是医学发达的现在，血液仍然无法被制造出来，只能依靠人们爱心捐献。 无偿献血者们

通过贡献自己的血液，为急需输血的患者点燃生命的希望。
在上海市血液中心的指导下，2024 年 11 月初，晨报学记团的小记者分别在梅陇爱心献血屋、桃浦

镇社区学校周边，开展了 6 场“让爱流动”无偿献血公益科普主题街采。本次活动访问了近 400 位市民，
向社会大众科普了献血相关科学知识，宣传了无偿献血志愿者的人性魅力和无私奉献的精神。

通过采访，小记者们发现，对于“献血能帮助哪些人”这个问题，受访者普遍选择“发生意外，造成严
重外伤的人”，并不知道那些罹患肿瘤或血液病的人、大面积烧伤烫伤的人，还有孕妇等，也是需要临床
用血来保障生命的。

小记者们也发现，有 17 %的受访者对于“献血对健康有影响吗”这个问题存在错误认知。 有些人认为献
血会影响健康，也有人认为献血会有传染疾病的风险。 对于这些错误的认知，小记者们都一一耐心纠错。

有超过 40%的受访者告诉小记者，他们及家人都曾有过无偿献血的经历，其中甚至有 5%的受访者
或家人献血 3 次及以上。 这些献血志愿者无偿献血的行为展现了对他人的关爱与支持，促进了社会和
谐，值得我们全社会的尊重。

站在熙熙攘攘的街头，看着来来往往的人
群，我的心怦怦直跳。这是我第一次以新闻晨报
小记者的身份走上街头进行采访，宣传无偿献
血，那股紧张感让我的手心都冒出了汗。

我深吸一口气，鼓起勇气走向一位面容和蔼
的阿姨。“阿姨，您好！我是新闻晨报小记者，能耽
误您几分钟时间，问您几个问题吗？”阿姨微笑着
停下脚步，耐心地听我说完问题，并认真地给予
回答。那一刻，我的心中充满了喜悦和成就感。顺
利的开端给了我极大的信心，让我更加勇敢地去
寻找下一个采访对象。

在采访的过程中，我逐渐克服了自己的胆
怯。一开始的紧张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种
自信和从容。

同时，我也深深感受到了路人的温暖。无论
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大家都非常配合我的采
访，用真诚的话语和微笑给予我鼓励。有一位阿
姨在回答完问题后，还夸奖我很勇敢，让我继续
加油。这些温暖的话语就像冬日里的暖阳，让我
的心中充满感动。

通过今天的采访，我收获颇丰。我学会了如
何勇敢地与陌生人交流，如何在面对挑战时保持
冷静和自信，也感受到了这个世界的温暖和美
好。我会带着这份收获和成长，在未来的道路上
继续努力。

记者点评：自我的勇于尝试，他人的鼓励，让
第一次街采顺利完成，做小记者的体验就是这么
带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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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多名小记者访问近 400位市民

晨报学记团 6场无偿献血主题街采“让爱流动”

“我真的可以吗？”“要是有人拒绝我的采访
怎么办？”这几个让我心生畏惧的问题在我心头
徘徊了整整一周。因为在即将到来的周末，我要
经历第一次小记者街头采访，需要采访陌生人，
询问他们关于无偿献血相关的一些问题，宣传无
偿献血的意义。

这一天，又紧张又激动，我起了个大早，成
为第一个到达现场的同学。还有一会儿就要采访
了，我们先要读熟问题，然而我越读越紧张。“陌
生人不理我怎么办？”“陌生人会不会很凶啊？”
“万一我解释不清楚问题怎么办？”心里好像有
好几只小兔在跳。

采访开始了，我的搭档朱同学是个有经验的
小记者，他先给我打了个样。看着他自信从容地
成功采访了一个路过的小哥哥，我也开始跃跃欲
试。很快就轮到我了，在寻找采访对象的时候，我
踌躇不定———如果采访爷爷奶奶，担心他们听不

清，如果采访步履匆匆的叔叔阿姨，怕耽误他们
的工作。在队友的建议下，我的目光锁定了一位
站在花坛边等人的小哥哥，于是鼓起勇气上前打
了个招呼。拿着采访纸的手在发抖，用同样发抖
的声音问：“哥哥，能不能接受我的采访？”“没问
题。”小哥哥欣然同意了。那一刻兴奋的心跳到了
嗓子眼，额头上的汗滴到了纸上。我按照问卷纸
逐条询问，心情逐渐平复，终于顺利完成了我的
第一个访谈。接下来，第二个人，第三个人……越
来越熟练，越来越放松。

经历了这次考验，我不再害羞畏惧了，心中
的那块石头终于落地。我要感谢记者团的老师和
我的队友，是你们的鼓励和支持，让我突破了自
己，第一次深深意识到“其实我也可以”。

记者点评：主标题定得好，如果仅仅是“我的
第一次街头采访”，写起来容易眉毛胡子一把抓。
文章紧紧围绕这个主题，没有旁枝斜出。

为自己的成长点赞
晨报小记者 曹礼琛 （上海市黄浦区徽宁路第三小学 二年级）

其实我也可以
———记我的第一次街头采访

晨报小记者 王晨翌 （上海市徐汇区逸夫小学 四年级）

妈妈的手机里，多了一组照片。照片里，我身
穿红马甲，手拿采访本，和两个女孩子一起向路
人们提问。有的路人在微笑着倾听我们的问题，
有的路人在倡议卡上签名，还有的路人在耐心地
回答问题。

这是我参加上海市血液中心携手新闻晨报
开展的“让爱流动”无偿献血公益科普活动时拍
的照片。

每年全球有数百万人需要输血，而血源紧张
常常导致救治延误。我们通过街头采访调研和科
普宣传，呼吁更多的人献血救人，为急需输血的
患者点燃生命的希望。
我们以 3个人为一组，分头行动。一开始，

我们找到一位带着一个小朋友的爸爸。他刚想
要听我们的问题，他的小朋友就独自跑开了，他
只好冲我们摆摆手追上他的小孩。我们又向广
场上经过的一位阿姨提问，但她表示没有时间，
拒绝了我们。于是我想：什么样的人更容易接受
采访呢？这时候，我们看到广场边上有一排咖

啡、面包和冰淇淋店，店外有许多露天座位。坐
着的人估计比较有时间吧？果然，接下来，我们
采访到了一位坐在面包店门口的小朋友，一位坐
在咖啡店露天座位上的女士，和一位坐在花坛边
的叔叔……

在我采访的人中，有 3 个人献过血，甚至还
有两个人，自己和家人献血总次数达到了 3次！
他们用自己的血液去帮助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令
人感动。还有的人，虽然没有献过血，却对献血的
知识非常了解，比如关于无偿献血的种类、年龄
要求和间隔时间等题目，他几乎全答对了。

通过这次活动，我深深感受到了社会上温暖
的人情。每一个人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关心和帮助
别人。我长大以后也要去无偿献血，帮助更多的
人，让爱继续流动！

记者点评：照片里的温暖，这是一个经过思
考的写作角度，很特别。 当我们的素材和别人一
样时，如果能找到一个新的角度切入，便能成为
“人有我新”的亮点。

我是一支采访笔，今天小主人带上我，去参
加“让爱流动”无偿献血公益科普主题活动。
来到现场后，小主人先和其他小伙伴进行了

组队，我和其他两支采访笔组成了临时小队。采
访开始啦！我左瞅瞅，右看看，小主人好似找到
了一个采访对象，刚拿起我，准备上前开口，就听
到一句冷漠的声音：“我有事，你们找其他人
吧！”于是，我又被放了下来。接下去的 10分钟
内，小主人被连续拒绝了 3次。拿着我的手也耷
拉了下来，我的脸都快贴到地上了！

就在此时，我听到了小主人的心声：我很伤
心，因为被拒绝了好几次。但是，我可以再找一
个试试，说不定就成功了！接着，我被插进了小

主人的头发里当作发簪，这下我就能帮助小主
人一起找寻采访对象啦！果不其然，一位坐在
花坛边的小姐姐笑呵呵地同意了小主人的采
访。我被小主人从头上取了下来，干劲十足地
开工啦！
很快，小主人和她的队友就完成了所有的采

访任务。看着被我涂满的任务单，我不禁笑了！
真期待下一次小主人再带我去“工作”啊，相信
那又会是一段奇妙经历！

记者点评：作为“老”记者，街头采访已不是
第一次。 再要写文章，就希望有所不同。 小记者
在构思方面进行了尝试，必须给这种求新意识一
个大大的赞！

街采那天是个有点热的秋日，我们来到闵行
区的一处爱心献血屋，在它的周边开展“让爱流
动”无偿献血科普活动。
老师们都叫我“老”记者，因此这已经是我

的第四次街采了。根据经验，采访前，我会提前
熟悉采访问题，采访中，我还会精心挑选采访对
象。我挑选的都是坐在椅子上聊天的、神态比较
放松的人，这样的对象不容易拒绝我。另外，第
一次的眼神接触很重要———坚定地望着对方，不
要躲避，面带微笑，这样才容易成功。

这次我们小队里，有个新加入的小妹妹。

她是第一次采访。我在她身上看到了曾经的
我，一样是不敢开口，满场游走。所以我主动把
挑选采访对象的心得告诉了她，并且把她带到
了一位坐着的阿姨面前。最终，她也迈出了成功
的第一步。
这学期的采访活动，我在各方面都有改进，

不仅充分准备，而且总结经验，还会带动新成员。
我为自己的成长点赞！

记者点评：尽管没在现场看到你，但仅仅通
过文字， 都能感受到你比以前更加自信和从容。
成长的感觉真好！

随着台风“康妮”的离开，上海迎来了一个
艳阳高照的周日。今天我要去参加“为爱流动”
无偿献血科普宣传活动，大大的太阳也赶来为我
助威。
作为一名“老”记者，我会提前做好准备，包

括熟悉采访稿、模拟演练、预设困难等等。到了活
动现场，我和好朋友乐乐第一时间组队成功，又
热情邀请了一位新队员小齐加入我们。一切准备
就绪，“齐乐馨”组合出发了。

我率先出手，可对方却拒绝了我。但是我没
有放弃离开，而是再次补充说明了采访内容，并
且表示不会耽误太多时间，没想到原本拒绝我的
叔叔竟然答应了。就这样，我们小分队顺利“开
张”！

紧接着，乐乐也出色地完成了采访任务。她
比我上一次跟她一起采访时进步巨大，有许多值
得我学习的地方。
很快就轮到了小齐。他是新手，又有点羞涩，

接二连三地被拒绝。眼看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大
家心里都有些着急。经过讨论，我们决定扩大寻
找范围。虽然小齐一直被拒绝，但他并没有泄气，
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他成功了。那一刻，我们都
好开心，小齐脸上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在之后
的采访中，小齐越来越自信，他的勇气也感染着
我们，于是我们三人只用了一半的时间就完成了
采访任务。
在这次街采中，我还遇见了一位暖心又帅气

的大哥哥，他全程弯腰配合我的采访，回答问题
时既温柔又耐心。不仅如此，他已经参加过三次
无偿献血，公益之心令人感动。

很高兴能和优秀的队友们，齐心协力共同完
成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为爱流动，“齐乐馨”在
行动！

记者点评： 这篇文章可以看作是一组群像，
有“老”记者的坚持，有新记者的突破，也有被采
访者的公益之心。

11 月的第一个周末，我和晨报学记团的小
伙伴们一起走上街头采访，科普宣传无偿献血。

到了活动现场，老师让我们自由组队，我和
小彭、小黄和小钱组队成功。这是我们第一次街
头采访，老师给我们布置的任务很艰巨，一个小时
之内要采访 12个路人，询问他们关于献血的问
题。我自荐当了小队长，并给大家做了分工。

开始寻找第一个受访者时，我心里暗暗想：
万一采访对象不理我，不愿回答我的问题怎么
办？那多尴尬呀！还有，万一我一恐慌，舌头打结，
说话结结巴巴怎么办？反正当时我脑子里乱哄哄
的。

但是，这些问题随着采访第一个行人后，都
烟消云散了，反而感觉特别开心和自信。你知道
这是什么原因吗？告诉你吧，我们采访的第一个
行人是一位老奶奶，她和蔼可亲，看到我们紧张
得冷汗都快冒出来了，微笑着说：“小朋友，你们
有什么问题尽管问吧。”小彭鼓足勇气说：“您

好，我们是晨报小记者，您能接受我们的采访
吗？”老奶奶说：“当然可以啦！”她的语气那么
温和，很像自己的外婆，于是我定了定神，说：“我
能问您几个问题吗？”“可以呀！”老奶奶亲切地
回答。我一个接着一个问题问，老奶奶一一回答
了我，感觉就像跟自己的外婆在聊天一样。不一
会儿，我们就顺利完成了对老奶奶的采访，小钱
最后让她在倡议板上签上大名。

第一个采访就这样圆满结束，大概只用了 3
分钟左右。后面 11 位受访者，也很配合地接受
了我们的访问，所以一小时后我们完美收工。

这一次街采，我觉得收获很大，既锻炼了我
的口才和胆量，又跟小伙伴们团结协作，一起完
成任务。我们都是最棒的！

记者点评：因为有了亲身经历，二年级的小
记者写起文章来也是有话可说。 其中，对第一位
老奶奶的采访过程，叙述得很详细，通过使用直
接引语，让文章很有现场感。

这个星期六有一件大事———那就是去采访。
我非常激动和紧张，激动的原因是，我要去采访，
成为一名真正的记者；紧张的原因是，要向陌生
人提问，我怕被拒绝。
一大早，我和爸爸就出门了，到了集合地点签

到后,我和小韩同学、小邢同学很快组成了一个
小组,领取了任务单。

采访开始了，我们都非常害羞，即使是一起
行动，三个人还是你推我、我推你，都不肯主动去
找陌生人。这时爸爸说：“再耽误下去你们时间就
没啦！”我终于鼓足勇气，找了个老爷爷采访。一
开始由于胆小，我声音非常轻，爷爷年纪大了听
不清，但他很耐心地一遍又一遍问我，让我觉得
采访这件事并不是很难嘛！所以我壮起胆子，一
气呵成，声音响亮地把问题读了出来，很快爷爷

就听清了我的问题，并且一一作答。因为受到了
爷爷的鼓励，我的胆子就变大了。

在我们各自采访的时候，大陈老师跑来和我
们说：“你们要团结，不要各管各的采访，否则进
度会很慢。”于是我们听取了大陈老师的建议，
果然更顺利地找到很多陌生人采访，很快完成了
任务。

这次的采访让我收获非常多，胆子也变大
了。我掌握了采访的基本要求，学会了团队合作，
克服了和陌生人沟通的恐惧。今天真是收获满满
的一天啊！

记者点评：这位小记者先写了一稿，之后爸
爸妈妈和他一起讨论后，又修改了一稿，第二稿
明显好很多。 这样的修改过程对孩子来说，比看
别人的优秀作文收获更大。

在我的记忆长河中，有许多如繁星般璀璨的
“第一次”，而第一次参加新闻晨报组织的无偿
献血街头采访活动，无疑是其中最耀眼的一颗。

那天，阳光洒满街头，街道上车水马龙，汽车
的喇叭声、行人的交谈声交织在一起，构成一曲嘈
杂的乐章。我有些忐忑不安地来到活动地点，当那
一份份问卷递到手中时，恐惧如潮水般向我袭来。

我站在熙熙攘攘的街头，望着来来往往的路
人，心里像揣了只兔子般不停地打鼓：我真的可
以吗？要是被拒绝了怎么办？这些念头就像难缠
的小恶魔一样，紧紧纠缠着我。在同组小姐姐的
带动和鼓励下，我才鼓起勇气，准备迈出这艰难
的第一步。
我的目光落在一位看起来很和善的中年叔叔

身上，他正迎着阳光朝我这边走来。我的心一下子
提到了嗓子眼儿，呼吸变得急促，“怦怦”的心跳
声在喧嚣的环境中清晰可闻。我紧紧攥着问卷，
手心满是汗水，双脚像被钉住了一样，难以挪动。
当那位叔叔走到我跟前时，我好不容易张开嘴，
却发现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哽住了，声音小得像
蚊子：“叔叔，您好……我是……新闻晨报……的

……”叔叔停下脚步，一脸疑惑地看着我，眉头微
微皱起，眼中露出一丝不解，问道：“小朋友，怎么
啦？”我的脸瞬间涨得通红，脑子一片空白，周围
的嘈杂声似乎都消失了，只剩下自己的心跳声。

这时，同组姐姐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给了
我一个鼓励的眼神。我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
镇定下来，重新鼓起勇气向叔叔说明来意：“叔
叔，我们在做无偿献血的问卷调查，您能帮忙填一
下吗？”叔叔听后，脸上的疑惑转为温和的笑容，
嘴角微微上扬，说：“原来是这样啊，小朋友，没问
题。”说着便接过问卷，认真地看了起来。在填问
卷的过程中，叔叔还会偶尔问我一些问题，比如
这个问卷是做什么用之类的，我都一一回答。看
着叔叔专注的样子，我的紧张感渐渐消散。

有了第一次的成功，我变得勇敢了许多，接
着又成功采访了三位路人。这次活动让我收获满
满，它让我明白，只要勇敢迈出第一步，就能战胜
内心的恐惧。

记者点评：主题非常集中，通过对比、比喻等
多种修辞手法， 把心理活动描摹得细致到位，就
像纪录片里的一个特写镜头，令人印象深刻。

回到家中，望着窗外远处的云雾，橘黄的日
落点缀其间，微风掠过窗边，思绪飘向周六的无
偿献血街头调查活动……

街头调查，对小小社恐的我来说，无疑是一
个巨大的挑战。跟在同组小伙伴身后踌躇不定，
嘴巴好似进入冷冻模式，怎么也张不开。看见其
他小伙伴自信从容地和陌生人打招呼，暗下决心
“一雪前耻”。可刚迈出小小一步，却被路人的绕
道拒绝无情地打入了谷底。老师的嘱咐在脑海里
浮现：“拒绝是最平常不过的事，不必在意。”于
是我小心翼翼地再次试探，和他人对话，并得到
了回应，总算给自己“破冰”了，格外欣喜若狂。

慢慢地，我越发地熟练，善于从陌生人的表
情去判断成功的概率，然后做出选择，迎面走向
被我选中的目标，不断地从中获取成功的经验。

从犹豫不决到自信提问，我拥有了一次前所未有
的体验。

路人行色匆匆，原本以为他们不会有耐心听
完一个小孩子的介绍，但我深深感受到来自他人
的善意———仔细聆听，微笑作答。一张张问卷，一
个个关注，是一位位市民对献血的贡献。社会虽
偶有冷漠无情，但总有人愿意停下来去撒播温暖
和力量，在漫漫人生之路上实现自我价值。

第一次向陌生人提问，第一次被拒绝，第一
次克服胆怯，第一次感受到来自陌生人的温暖
……很多个“第一次”终将如莹莹之光般，汇成
难忘的体验与记忆。

记者点评： 文章以一个安静的画面开头，倒
叙出一段内心不平静的经历。 对第一次自己在突
破中的那种纠结和尝试，描写得很到位。

照片里的温暖
晨报小记者 沈奈儿 （上海浦东新区民办正达外国语小学 四年级）

一只采访笔的奇妙经历
晨报小记者 王妤兮 （上海市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二年级）

为爱流动，“齐乐馨”在行动
晨报小记者 胡馨允 （上海市虹口区曲阳第四小学 三年级）

第一次街头采访
晨报小记者 唐子涵 （上海市浦东新区南汇外国语小学 二年级）

第一次街头采访
晨报小记者 李梓萌 （上海安生学校 四年级）

第一次街采
晨报小记者 骆聿宸 （上海市万里城实验学校 二年级）

一次难忘的街采活动
晨报小记者 赵文翕 （上海市新杨中学 六年级）

我的小记者初体验
晨报小记者 沈羽菡 （上海市普陀区联建小学 三年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