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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笔记平湖版

我们是一群我们是一群““倔强倔强””的传媒人的传媒人

手下笔尖 记录冷暖人生
■邵 磊

上高中前，我都坚定自己会成为

一个画家，我常常画些花鸟山水，贴满卧
室的墙壁，有位来我家借醋吃面的邻居看
见了，说我比她的孙子要画得好，画得笔
触滑溜，字也写得劲道，我觉得她在说手
里的面。邻居的孙子我知道，没考上高
中，跟着一位师傅学了画瓷，那会儿学习
不行的小孩儿都这样，家里觉得好赖掌握
了一门手艺，不至于饿死。邻居领我看了
她孙子的画，也密密麻麻地铺满了墙壁，
我仿佛扎了眼的气球，瘪了。那些当作练
手的画，构图、光影都比我讲究了一百倍。

上大学前，我又坚定自己会成为一名
编剧。十七岁，我第一次一个人出门远
行，去武汉参加考试。走进考场，我有点
懵，因为每个来考试的人，他们现场编的
故事都比我的活灵活现，我就像那个摸不
出钱的口袋，说出来的故事沾满灰尘味
儿，土极了。

但我从未想过我会成为一名记者，这
个职业与我无论哪一个梦想来说，都大相
径庭，也许相近一点的，是我可以在电视
台当一名文字撰稿人。第一次出去采访，
对象是一名制衣厂的老板，我的脑袋空空
如也，问什么，要什么，写成什么样，我心

里一点数都没有，老板却侃侃而谈，从改
革开放的第一桶金，到 2008年金融危机
的外贸萎靡，他着急地想要把自己的前半
生在一个小时内讲完，我认认真真地听
着，记满一个采访本。回来之后，翻看着
记下的话，突然意识到，不是做记者，我也
许就不会知道他的奋斗史、成长经历，了
解一个普通人的人生。

已做了十一年的记者，我了解了无数
人的人生，见识了无数个企业从小变大，
从辉煌到轰然倒下，经历了十几个超强台
风，看过了年年岁岁不相同的西瓜灯，用
摄像记录人生的足迹，用镜头捕捉真实的
生活，用话筒采访事实的真相，每天都会
听到新的故事，记者这份职业有趣又艰

辛。遇见过采访被拒绝，台风天雨下成了
一张大网，还要义无反顾地奔进这张网
里。疫情最严重的时候，走进医院的病
房，坐上转运隔离人员的车辆，奔走记
录。行走在川西的高山村落，看到了脱贫
奔小康的足迹。这些历史的时刻，都是人
生的珍藏。

再回头看下，高中时、大学时的人生
梦想，都没有记者这份职业来得精彩，一
个人不能总是一帆风顺的，总要什么都试
一试，才能多知道些东西。而做记者，带
给我的知识，已经够多了，犹如当年第一
次出门远行，我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世
界，迅速成长。令人欣慰的是，这些知识
还将源源不断地到来，填满我的人生。

一个人不能总是一帆风顺的，总要什么都试一试，才能多知道些东西。而做记者，带给我的知识，已经够多了，犹如当年第一次出门远行，我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世界，迅速
成长。令人欣慰的是，这些知识还将源源不断地到来，填满我的人生。

外人眼中的记者：风光、刺激、神秘。

家人眼中的记者：日夜颠倒、剩男剩女。
朋友眼中的记者：挺忙的、很难约。
写下这些文字之前，突然想看看别人

都是怎么看记者的，百度搜索“你眼中的
记者”，第一篇文字就出现了上述三类人
眼中的记者。初看的时候，乐翻了，细细
一看，却发现太真实不过了。

我成为一名记者的时间不长，只有短
短的“三年+”，想了好久，自己似乎没有
经历多少轰轰烈烈的事情，于是我给了自
己一个定位，叫做“平平无奇的小记者”，
想讲述一下一个平凡记者的二三事。

成为记者有很多改变。对于父母来

说，改变大概就是我在餐桌上的出现次数
逐渐减少。作为一个吃货，曾经早晚餐的
餐桌上，我是除了特殊情况从不缺席的，
而如今的晚餐时间经常变成了妈妈的一
句：“你要写好稿子再吃啊，那不等你了。”
早餐桌上也经常换成了奶奶的一句：“又
要去采访来不及吃？那你自己买包子
啊。”而对于我自己来说，“仪式感”最大的
体现大概就是刷鞋的频次大幅提高。作
为一个“懒姑娘”，曾经晒鞋子是一直在发
生的事，但是洗鞋子的次数却是寥寥无
几。而现在，城市角落，出现过一次次身
影，田间地头，踩下过一个个脚印，“在路
上”的生活说起来简简单单，做起来也是
忙碌美好，但相对应的鞋子的积泥速度也

是相当迅速，洗刷鞋子的频次也是自然而
然地直线上升。

一线采访、第一时间报道应该算是记
者工作的常态和“仪式感”。还记得一句
激励人上进的话叫做：“你见过凌晨4点的
太阳吗？”这句话可千万不能对记者说，因
为他们一定会回答你，我不光见过凌晨4
点的太阳，我还见过凌晨1点2点3点5点
的星星和太阳呢。说起凌晨4点的太阳，
还记得那是去采访收运垃圾的工人，那时
候是在5点左右，平时出行要么汽车要么
步行的我，那一天，为了跟上垃圾收运工
人的脚步，骑上了“小毛驴”，穿梭在垃圾
桶旁，感受着从未接触过的生活。

发现新闻，应该说是属于一个记者的
本能。突然想起去年的某个周末，和老公
逛完超市出来，看到马路上的车来车往，突

然想起当时自己一直都在宣传报道的骑电
动车戴安全头盔的新闻，拎着马夹袋走到
了路边静静地站着开始数电动车，记得当
时面对老公的疑惑，我难得装文艺地告诉
他：“我想数一个戴头盔的概率出来，这样
明天我的报道一定会更加鲜活。”就这样，
两个人拎着重重的两袋东西，在马路边吹
了半小时的风，数了1000多辆电动车。后
来，这篇关于戴头盔的文字出现在了报纸
上，成了记录交通安全大会战的一份纪实。

这些，都是零零碎碎的小事，却也是
生活最真实的样子。其实“记者”之所以
叫“记者”，在我看来是因为我们的社会责
任就是守望和记录。记者的工作其实就
是记着一座城市的故事，记着那些生活的
小事，为这座城市里的每一个人传递新的
信息，也记录下一座城市的日新月异。

■居丹荔

做一个平平无奇的小记者
记者的工作其实就是记着一座城市的故事，记着那些生活的小事，为这座城市里的每一个人传递新的信息，也记录下一座城市的日新月异。

转眼又到记者节，这是我从事记

者行业的第 13个年头，也是主持平湖电
台《幸福生活》的第 6年。难忘第一次外
出采访时的尴尬和紧张，也记得第一次
拿起话筒时的忐忑与自豪。因为主持的
是生活服务类节目，每天经历和分享的
都是市民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我希望用
声音传递温暖和正能量，也每每提醒自
己：贴近生活，做出群众喜闻乐见的好节
目。

2020年我们共同经历了一个特殊的
春节，突如其来的疫情改变了原有的生活
方式，当人们一下转入居家隔离时难免出
现焦虑、烦燥等各种心理问题。广播节目

向来是市民倾诉心声的好伙伴，记得那时
候听友们聊到最多的话题就是“疫情恐
惧”和“心理焦虑”，负面情绪仿佛充满了
生活的很大一部分。有学生留言：“自己
很重视疫情防护，而上年纪的父母却意识
淡薄，家庭矛盾升级”；有几位已在防控一
线坚守二十多天的志愿者感慨：“家里人
开始不再支持自己做志愿服务”；还有更
多人讨论到长时间宅家生活导致夫妻关
系、亲子关系变得格外紧张……如何及时
疏导市民心理情绪、守护全社会心理健
康已是当务之急。群众需要时，记者在
行动，“防控心理战”系列访谈应运而生，
我在第一时间多形式深入采访医护人
员、社区工作者、志愿者、隔离对象和宅

家民众等，邀请市精神卫生中心专家、公
益机构国家心理咨询师走进节目，在线
提供心理咨询服务、普及科学防控知识，
缓解疫情带来的心理创伤。当看到听友
和嘉宾的积极互动和评论点赞，看到大
家对疫情认知和心理调适能力逐步提
升，看到一个个埋在心中久久的心结被
解开，我想这就是群众想要的节目，用心
倾听呼声，搭建互动桥梁，用爱陪伴大家
度过这个非常时期。

刚过去的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七十
周年，七十年来平湖也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很多听众在节目群中乐此不疲
地分享衣、食、住、行各方面的生活变
迁。迎合大众心声，《我看新中国70年新
变化》系列访谈从全新视角出发，深入对
话共和国同龄人，讲述血肉相连、休戚与

共的家国故事。年逾九旬仍满腔热血的
改革开放后平湖第一任县委书记俞云芳
走进直播室，畅聊他眼中平湖 70年来的
沧桑巨变，长期关注农业农村发展的老
干部陈菊林分享“平湖新农村建设的十
大变化”，卫健系统老干部张奇生介绍我
市“从农村合作医疗到城乡居民医疗保
险 全 覆 盖 走 过 不 同 寻 常 的 60 个 春
秋”……系列访谈播出后反响热烈，引发
听众“抚今追昔，继往开来”的广泛讨论。

作为一名记者、主持人，我深感骄傲
和自豪，我喜欢这种艰辛，更会尊重这份
职责与使命。每天我都会思考：如何让
节目更接地气、更加贴近群众生活。倾
听百姓心声，关注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
说真话，动真情，让广播节目充满更多生
活气息，做一名受群众喜欢的好记者。

■蒋依群

做大家喜闻乐见的节目
作为一名记者、主持人，我深感骄傲和自豪，我喜欢这种艰辛，更会尊重这份职责与使命。

我小时候是平湖电台《红帆船》栏目的小主

持人，记忆里周末总是拿着采访机和小记者证穿梭
在小城的角角落落，每周四放学后会走进直播间，主
持一期《红帆船》的“今天我当家”专题。后来，时光
流转十多年，想不到我又奇妙地回到了这里，作为一
名基层新闻工作者。

家里的长辈常常说我很幸运，从小就喜欢这一
行，这份工作是圆了从小到大的梦想。每当听到他
们这么说，我也会思考，这份“幸运”究竟是被赋予了
怎样的意义呢？今年是我的第 5个记者节，对于问
题的答案似乎一年比一年更清晰了一些——有幸

“记录”，就是这份职业给予我最大的“幸运”。
今年春天，疫情来势汹汹，3月5日下午2点，我

和同事走进了乍浦镇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对奋战
在防疫一线的巾帼医务工作者进行拍摄报道。因为
要跟随医护人员进入隔离楼层拍摄，我于是在医护
人员的帮助下穿上了繁复的防护服。乍浦镇集中隔
离医学观察点于 2月 8日设立，共有 6位医护人员，
其中4位是女性。自观察点设立以来，她们就“舍小
家、卫大家”，24小时坚守岗位，没有回过一次家，全
身心投入到疫情防控工作中，负责观察人员的一日
三餐、身心健康，还有站点的日常消毒、垃圾清扫
等。那天，我握着摄像机记录下了她们的日常工作，
记录下她们对肩上这份责任的认真严谨、对数据的
不容有失、对家庭的愧疚和对孩子的想念。

2019年 8月 9日，台风“利奇马”刮来了狂风暴
雨。这一次，我站在了“抗台”的第一线。山湾社区是
乍浦镇离海塘最近的一个社区，所以每年台风来临，
这里都是重点防范区域。在台风登陆前夜，我和同事
们驻守在这里采写人员转移和抗台救援情况。晚上9
点半左右，工作人员在巡查山湾围堤时发现有两名外
地工人被风浪滞留在了自己的小型货船上，而这时候
岸边的风浪已经很大了，船只在水面摇摆不定。十余
名工作人员循着手电筒微弱的光线下到海岸边，用绳
索将船舶固定好，顶着风雨合力把船上的两名工人从
船上拉回了岸边。两名工人上岸后仍表示心有余悸，
不停对救助他们的工作人员表示感谢。当时我拿着
摄像机在岸边，又拍下了这组台风夜的救援镜头。

文字还原现场，镜头捕捉真实，然后传递给百
姓。这份职业仿佛给了我一个特权，记录这个小城
的变迁，记录接着地气的、从基层发出的滚烫声音，
记录每一次“在路上”的故事，记录辉煌，记录感动，
也记录岁月流转的“吉光片羽”……让我在任何时候
都不仅仅是作为参与者或旁观者，更多的是一名记
录者。岁月横冲向前，而我始终有文字和镜头记录
着当时的明月和柔情。

我是一名新媒体采编人员，俗称

“小编”。这是我第 7个记者节。还记得
刚进大学时，辅导员让我们做了一份职业
规划，读经济学的我也不知哪来的勇气在
职业愿景里写下“记者”，毕业后的第二
年，我成了一个“新媒体人”。那个时候的
我还不知道每天会找“热点”找到“头秃”；
也未曾体会过一种痛叫做“认真做了阅读
量还这么低”；更没有想过性格慢吞吞的
我会身穿冲锋衣、脚踏篮球鞋、背着单反
相机，写稿、拍照甚至做起小视频。

“新媒体”其实对“小编”的综合能力要
求很高——传统媒体中编辑、记者、创意、
校对、美工、发行等多个工种有时都需要你

一个人来完成。作品不仅要好，还要快，否
则看到“阅读量”的时候，内心的BGM可能
就是一首《凉凉》。在新媒体的这7年，媒体
传播的变化非常快，一开始接手的手机报
已然被淘汰，微博渐渐式微，微信势头仍强
劲，短视频异军突起……这一切都要求身
在其中的我练就一身“硬核”本领。

今年，我对“硬核”这个词又有了全新
的注解。1月24日，除夕。刚刚结束了一
年紧张的工作，以为可以调整一下状态等
着过年，可突如其来的疫情一下子使工作
节奏瞬间上了“发条”。除夕那天一早，我
就接到任务要做一条平湖疫情防控一线
的推文，紧接着又一个任务拍摄市领导督
查疫情防控，一个又一个任务接踵而来，

让我这个“小编”有种强烈的预感：这个大
年夜怕是要在加班中度过。因为疫情，我
度过了一个最特殊的除夕：一路奔波在市
医院、车站、菜市场、高速出口等防控一线
拍照收集素材，然后回来整理稿子做微
信，等微信发送出去已经快傍晚 6点，还
好年夜饭总算是赶上了。这个除夕夜没
有亲朋好友相聚，没看春晚，房间里安静
得不像个节日。不管有没有心理准备，我
都意识到：这场无声的战役已悄然打响。

随着疫情的不断蔓延，防控形势变得
越来越严峻。因为疫情防控宣传的需要，
微信从一天 1次的推送变成了一天 6次，
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消息要求推送，
上午、下午甚至是半夜。那个时候的我手
机不敢离身，也不敢静音。微信首页，我
们新媒体中心的工作群一直置顶，生怕漏

掉任何一条信息。那个时候的我因为常
常加班，好几次下班回家的时候女儿已经
熟睡，早上她还没醒我就又得上班了。女
儿好几天没见到妈妈了，有天我下班回
家，突然发现正在咿呀学语的女儿竟然已
经学会说：“妈妈辛苦了。”

2月25日，当一班返平员工的“专机”
缓缓降落在萧山机场，夕阳洒在脸上，暖融
融的，我拿起相机，记录下这场复工复产战
役中的特殊一刻，然后迅速把照片和资料
传给“大后方”——融媒体指挥中心值守的
同事，很快，一篇图文并茂的微信就会推送
到每一位用户的手机上。而这一刻距离这
一场战“疫”开始已经整整一个月……

每天连轴转，没有退却，既然选择，就
无怨无悔，唯有“硬核”出击，与时间赛跑，
才能在新闻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坚定。

■孙 迪

当一名“硬核”的“小编”
每天连轴转，没有退却，既然选择，就无怨无悔，唯有“硬核”出击，与时间赛跑，才能在新闻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坚定。

不知不觉，这已经是我从事采编工作的第 4
个年头了。我曾经在一线追寻过台风的痕迹，也曾
在大雪天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记录着，也有如今在办
公室里编着记者传回的稿子。但不管何时，我都会
告诉自己，要加把劲，快慢之间做好新闻。

新闻自然得快，不论何时何地，有了新鲜事、好
人好事、突发情况，哪里就是新闻现场。第一时间奔
赴现场，是记者的使命。但作为编辑，又要学会取
舍，要在第一时间修改编辑新闻稿，要快要准，这就
要求编辑要有相当的辨别能力和定力，学会有舍有
得，又要准确掌握新闻的节奏。在全媒体时代，信息
的传递不断加速，我们也得加快步伐，让自己能跟得
上时代。

跟得上时代，自然就需要不断修炼内功。这内
功就是要与时俱进的自我修养，没有最好，只有更
好。而这恰恰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犹记得刚成为编
辑的时候，我用飞腾软件是两眼一抹黑，碰到问题就
抓瞎，要一直询问同事怎么处理，这就是内功不够的
原因。这内功的修炼是缓慢的，日子久了才能见到
成效，到如今我已经熟练掌握了软件应用，我才算是
入门。

入门简单，但修行还得靠自己。常规新闻版面
的格式比较固定，主要就是考验我的选稿排版功
力。对我来说，最难的还是格式不固定的深一度版
面排版，一开始我只能照葫芦画瓢，在不断模仿的过
程中学习之前版面的优点，努力推陈出新。

这中间学问颇深。前几个月，在做一个环境整
治深一度版面的时候，翻看了最近做的深一度版面
小样，感觉自己能想的版面设计都用过了，似乎陷入
了某种瓶颈，想要突破而不得要领，于是我就去翻开
上级媒体最近的相似版面寻找灵感，同时又翻出我
电脑里备着的前几年的版面。在看到一个每个小标
题文字单栏竖着排的版面时，我的直觉告诉我，就是
它，于是我仿照着这个版面作了一些调整，最上方的
图片用PS仿照水墨的风格进行了处理，尽管最后呈
现依旧不是尽善尽美，但对我自己来说，这一次突
破，让我自己很是欣喜。

欣喜过后，还是得持之以恒地保持一个快节
奏。做编辑其实要时时绷紧一根弦，要盯着可能出
现的谬误，也要与时俱进，不断学习掌握最新的新闻
话题和热点内容，确保自己走在时代前沿，紧跟着时
代一起迈步向前。对我来说，每天都是不一样的新
闻，每天的排版都是新的挑战，自然就得全力以赴。
尽管如此，差错仍会出现，这时候，就要有“吾日三省
吾身”的自觉，不断查漏补缺。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作为新闻工作者，我需
要跟着时代脉搏，快速前进，也要伴随时间的印记不
断成长，努力去追寻新闻的本来面貌。其实，新闻的
快慢，快的是拼速度，慢的是讲质量，缺一不可，我正
学着在快慢之间做好新闻。

这份职业仿佛给了我一个特权，记录这个小城的
变迁，记录接着地气的、从基层发出的滚烫声音，记录
每一次“在路上”的故事，记录辉煌，记录感动，也记录
岁月流转的“吉光片羽”……

有幸“记录”
■朱笑迪

快慢之间做新闻
■翁辰辰

其实，新闻的快慢，快的是拼速度，慢的是讲质
量，缺一不可，我正学着在快慢之间做好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