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岁月留香情谊长岁月留香情谊长
■■王怡蓝王怡蓝

“嗡嗡~~”手机在振动，是报社老同事的
来电。一边猜着什么事，一边接通了电话。“王
姐，平湖恢复办报30周年，你在报社工作十多
年，想跟您约稿，回顾一下……”岁月无情催人
老。可不，我都已经是年过半百的人了。

《嘉兴日报·平湖版》最早叫《平湖经济
报》，一周只出版一期四版，幅面只有A3复印
纸那么大，两个版面中间的空间也被利用刊登
广告之类的信息。我是1995年劳动节后入的
职，当年，同龄的还有小许、小顾和小曹。

当时的报社条件简陋，采编部在环城东
路的“市府一招”租了几间房办公。社长是宣
传部部长兼的，记者和编辑加起来不到 10个
人，听说之前的身份有教师、有作家，很是让
人敬佩。另有一个部门是创收部门广告部，
在影院弄电影公司大楼下租了个门面，经常
一边听着后边溜冰场播放的音乐，一边办理
刊登中缝遗失公告业务。报社业务渐入正
轨，又设了电脑室和广告部一起办公，于是在
电影公司四楼换了一个更大的办公室。那时
记者写稿，编辑划版，待到出版日前一天全部
定稿打印后，捧着一堆资料前往嘉兴日报社
办公一天，借用设备排版、校对、付印，来往奔
波很是辛苦。

1996年报纸更名为《平湖报》,下一年报社
搬进了市府大院 4号楼。底层一半是报社，

“π”字形结构，东边是一个长方形房间，隔出
一个大会议室和一个电脑照排间。外面的走
廊两侧，北边两间是总编辑室，南边一个大通
间是记者编辑的办公区，白天大家大多外出采
访，临近傍晚办公室才开始热闹……1999年
报纸改名《嘉兴日报·平湖版》。出版期数增加

到一周二期、幅面扩大等变化都发生在这里。
新的电脑、打印机、扫描仪添置起来，安装了专
业排版软件，全体职工有近20人，还有了一辆
公车。每期报纸版面从编辑、排版到打印、校
对都实现了自由，把版面送往嘉兴付印的工作
便落到了司机身上。

报社就像孩子一样渐渐长大。2003年，
报社从市府大院搬到了马路对面的虹桥路 1
号，原二轻公司大院的二到四层。二楼从外到
内依次是广告中心、采访中心、编辑中心，三楼
是校对室、办公室、总编室，四楼是财务室、照
排室、会议室，全区联网办公。记得每次汛期，
大门口的积水都会淹到膝盖处……进进出出
的新面孔越来越多，全体会议时人数近40人，
多数办公室的灯经常半夜仍亮着。每周五期，
对开四版，每逢“两会”等重大会议还会增期扩
版，每个人都是那么地忙碌。

诚如报社某任领导说过，报社好比公务人
员培训基地，经历过媒体工作考验的人最终都
能胜任任何工作。曾经的同事在这个小小的
舞台上历经磨炼，脱去稚嫩日渐成熟，他们或
考公、或考事业、或调动，日后都成了各个单位
的业务骨干乃至一把手。报社的同事们走了
一批又来一批，我在 40岁的时候也离开了报
社。

再后来，报社又迁址两次，直至并入传媒
中心，我都没能亲眼见证。眼下，唯剩小许仍
留在报社坚守初心，她一定比我感受更多吧。

报社的故事数不清、说不完，每一次回首，
我的心中都会涌起不同的情愫，常为自己和报
社的共同成长而感恩、幸福。想必每一个曾经
的报人也都有着相似的情怀吧。

在角色互换中回味新闻往事在角色互换中回味新闻往事
■■严林玲严林玲

平湖恢复办报三十周年了，在听到老单位的
同事传来的这个消息，并邀请我这个曾经的一份
子写一段工作回忆，让我惊喜之外更心存感恩。

时光不语，岁月成诗，在“三十而立”的这个
重要节点上，我作为一名曾经的采编记者，回味
那段在岁月洗涤中留下的足迹，仿佛在和那个懵
懂的自己重新对话。

报社记者，严格意义上来说，是我人生的第
一份工作。这个岗位带给我最大的感受是新奇
和有趣，每天睁开眼睛，除了已经有计划的采写
方向，大多数是不知道新的一天会发生什么。但
是，可以确信的是，每一天都可能带来新的挑战
和机遇，每一天都充满了新鲜感和趣味性。每次
采访，都是探索一个以前从未接触过的领域，认
识了许多职业，了解了不同的行业和工作，去了
很多乡镇和村庄，走进企业生产车间和田间地
头，从一件产品的诞生，到一项政策落地，从聆听
科研工作者的研发事迹，到收集普通群众的看法
意见，采写一个个粘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鲜活
故事，每一步足迹都是我走向新世界大门的印
证。这段充满新奇的工作经历，是我人生中非常
宝贵的一页篇章。

诚然，凡事都有两面性，报社新闻记者的工
作不仅仅是报道新闻，更是通过新闻来连接社
会、传递信息、启发思考。所以在这个工作天平

的另一边必然承担着责任、焦虑、担忧，从键盘上
敲下的每一个字，从头脑中孕育出来的每一篇稿
件，多少总是会担心自己写的稿件措辞不够精
准、行文不够流畅、思想深度欠缺、文字不够优
美，以及寻找新闻素材的洞察力不够敏锐，苦恼
下一篇稿件素材去哪里寻找。好在，在一次次的
新闻采访中，个人的职业技能慢慢得到了一定的
提升，慢慢有了掌控感，工作也变得得心应手，我
的角色也从见习记者变成了记者，一步一个脚
印，慢慢地，似乎也适应了这种工作节奏和状态。

缘分的钟声在2017年的夏天敲响，我告别了
报社记者的职业，去了隔壁县城工作，以为人生
就此走上了不再相交的两条道路。没想到，职业
的更换，让我从原来的“采访人”变成“被采访
人”，从采访变成了投稿，从记者变成了通讯员。
每次向联系的记者投稿，带领记者去现场点位拍
摄，好像和多年前的自己并肩前行，这是一种多
么奇妙的感觉。

在如今这个已经是全媒体的新时代，发展瞬
息万变，传播的格局也在深刻变化，报社、电视、
广播等融合为传媒中心，平台更大，挑战也更大
了。朋友圈看到以前的同事分享的稿件内容和
一些采访经历，看到他们依然在用心用情用力讲
好新时代的故事，由衷地为他们的情怀、担当和
本领点赞！

最是情怀不会老最是情怀不会老
■■胡菁菁胡菁菁

时隔多年，再次收到编辑的约稿信息，既感
亲切，又觉恍惚。有那么一瞬间，“报纸开天窗”
的恐慌感、“手书成铅字”的满足感、“为时代画
像”的神圣感全部涌上心头。好像时光倒流，又
回到了那段风风火火与新闻交往的文字岁月。

2014年，正值平湖恢复办报20周年，我进入
当时还在虹桥路1号的老报社。那是一栋刻满历
史沧桑的小楼，潜隐在车水马龙的东湖之畔。时
间似乎在这里静止了——纸媒业已式微的时代
浪潮里，它坚定自守，以“内容为王”的自信扛起
了平湖新闻战线的党报担当；时间又似乎在这里
快进着——青春的脸庞写满热忱，任凭指尖在键
盘快速敲打出每一天的发展脉动。“铁肩担道义，
妙手著文章”，这句曾被我写入报社招考答卷上
的名言，此时已成为了我的座右铭，鞭策着我努
力做一个合格记者。

事实上，我并不是外向的人。成为记者，是
我给自己的一个挑战。起初，我被抽调在平湖浙
商回归办。因为无人带、没条线，每个月的写稿
任务，一度让我诚惶诚恐。为了完成达标分数，
我除了写浙商回归相关题材外，也开始尝试民生
题材。还记得采写一篇“五心”农贸市场的新闻
时，我骑着“小电驴”，冒着寒风跑了北门、南门和
南市菜场。在现场，我有意识地观察了市场环
境、形象标识等小细节，分别采访了买菜的吕阿
姨、卖菜的刘大伯、市场服务公司的张经理和市
市场监管局的胡科长。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不
仅是因为第一次，更是因为这几位受访者的真诚
与热情，让我增添了与陌生人打交道的信心和勇
气。

在以后的采访中，我也接触到了形形色色的
人，有创业圆梦的企业家、风趣健谈的公务员，也
有身残志坚的手艺人、粗犷勤劳的建筑工，还有
宽厚爽利的村书记、平凡无私的志愿者……每个

人身上都有闪光点，每个人背后也都有动人故
事。虽然我不曾经历他们的经历，无从体会他们
的体会，却从他们的故事中，看到了生活的多种
可能，感受到了关于生命的情怀与哲思。“去吧，
去走出‘舒适圈’，去不断尝试，去体验精彩！”我
听到心底有个声音在说。

于是，在组织、领导、同事的关心和支持下，
我跑时政、写民生，采写新闻稿件、广告软文、散
文故事、专版专栏，执笔调研报告、大会发言、视
频文案、书刊序言……随着时间的推移，记者岗
位上遇到的一次次任务挑战，慢慢地都转化为了
工作实践中的一项项本领能力。记得有报社领
导曾说过，年轻时候多学点、多干点，总不是坏
事。我们这些后生，也用自己的行动，一遍遍印
证着这句话。

最近搬家时，在名为《印记》的书里翻到了自
己写的第一篇“三亲”史料——《见证嘉兴首个县
域融媒体的诞生》。那是报社、广电合并后，我在
传媒中心办公楼偌大的玻璃窗前写下的。现在
离开了，越发觉得，报社是一个“神奇”的所在，凡
是在这里磨砺过的人，不管走到哪儿，身上都会
留有一个“印记”——从报社出来的。特别是在
机关里，“从报社出来的”就意味着能写、会写、出
手快，往往会被高看一眼。懂的人自然明白，正
是因了那些与新闻同行的日子，这个“印记”才自
带光环，熠熠生辉。

时光煮雨，岁月缝花。回忆往事，那些无言
的泪水与放声的欢笑，那些寂静的成长与丰盈的
收获，那些清澈的友谊与飞扬的梦想，那些美好
的相遇与难舍的别离……此刻都定格到了平湖
报发展史的悠悠长卷上，酝生出了美意与芬芳。
任凭物换星移、新旧交替，哪怕微不足道、容颜苍
老，她依然风华正茂——只因其中的每一帧都是
热爱，每一字都是情怀。

与新闻同行的磨砺和成长与新闻同行的磨砺和成长
■■徐文燕徐文燕

快到 deadline了，此刻在键盘上敲下这些文
字，像极了假期结束需要交作业的学生，疯狂“赶
进度”，又恰与当年作为记者被编辑老师催稿的
感觉如出一辙。

言归正传，从2011年进入嘉兴日报社平湖分
社工作，作为亲历者，采写了平湖恢复办报 20周
年的部分稿件；如今，时间轴来到恢复办报 30周
年的节点，作为曾经的新闻人，有幸分享与新闻
同行的磨砺与成长。

我想，磨砺是艰苦的，成长是欣喜的。查阅
字典，“磨砺”原意是把有尖、刃的金属用道具磨
锐利，现在多比喻人经受磨练或锻炼。无独有
偶，这两个字都有“石”所在，组合在一起，可想而
知其中的艰辛。时政新闻记者是我大学毕业后，
从事的第二份职业，却也是我职业规划之外的一
份职业。正如选择它时的“规划外”，它所带来的
挑战也是“规划外”的。理科生，经管类专业……
这些元素与新闻记者的关联度极低，导致我初入
记者队伍，便被策划、选题、采访、写稿等一道道
难题给困住了。“一张白纸的难处在于专业知识
的严重缺乏，但好在它也有很强的可塑性。”每当
要打退堂鼓的时候，我就这样安慰鼓励自己。于
是，只要有机会，我便申请跟着老师们外出采访，
到了晚上，伏案埋头赶稿。经过几个月的努力，
终于实现了任务达成“困难户”到各类采写游刃

有余的转变。
采访部门的工作持续了整整四年，在新闻从

业老师们的手把手教授培养下，我仿佛从牙牙学
语、蹒跚学步的孩童成长为了政治过硬、敢于担
当、勇于挑战的青壮年。与新闻同行，是磨砺，更
是成长，那种感受是：经历“山重水复疑无路”后，
重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欣喜。

都说，时间最公平，也最无情。掰一掰手
指，离开报社的年份，快要不够用了。而这一路
走来，新闻人的特质却始终伴随着，慢慢刻进了
我的成长基因里。至此，也与文字工作结下了
不解之缘，希冀着不负新闻人“铁肩担道义，妙
手著文章”的永恒追求。立足当下，回望每一
次岗位的变动、工作的变化，冥冥之中都会有
一种不回头、往前冲的力量支撑着我，去接受一
次次的挑战，攻克一道道的难关。我想，正是有
了新闻从业初期一次次“改了又改、推倒重来”
的经历，有了时政新闻“零差错”的要求，愈加练
就了如今“千磨万击还坚劲”“咬定青山不放松”
的坚韧品格。所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新闻
的磨砺是阶段性，但无论是在今后哪一阶段的
人生道路上，它对我的影响一定是长期的、永
恒的。

一回新闻人，一生新闻情。愿我们在各自的
领域奋进，共同奔赴一个更加光辉灿烂的未来！

将新闻的将新闻的““时时、、度度、、效效””贯穿工作中贯穿工作中
■■刘维佳刘维佳

平湖恢复办报 30周年，老同事联系过来
让写一篇笔记。我一下想起了 10年前，恢复
办报 20周年时，那些全程参与过的系列庆祝
活动似乎还都在眼前。2012 年 8 月 1 日到
2019年 3月 7日，六年七个月零七天，在嘉兴
日报社平湖分社做过报纸记者、编辑、新媒体
采编，如今离开报社已经 5年多，但很多在媒
体行业养成的思维习惯，一直影响着我后来的
工作和生活。

新闻讲究“时、度、效”，做其他事情亦然。
“时效性”已经成了刻在我骨子里的坚

持。做记者的时候，尤其是做“平湖发布”“看
平湖”微信公众号的那几年，我试过通宵一个
晚上跟着去“抓老赖”现场，第二天上午就把图
文稿件全部整理好并推送出去；也曾在一个多
家媒体云集、备受关注的重大项目签约活动现
场，为了抢首发打字打到手抖、发麻去医院检
查。新闻注重一个“新”字，网络时代对此要求
更高，即使是作为传统媒体的报纸也是不可能

“开天窗”的，这都要求从业者必须有“今日事
今日毕、早 1分钟也是早”的概念。后来离开
报社到机关单位，尽管工作节奏和以前不大一
样，但我仍然坚持做什么事都要能快则快。为
了不错过当下热点话题，一篇“浙江宣传”微信
稿件可以一口气写到凌晨直接交稿；需要报送
材料时，也都会提前准备，严格按照时间要求
绝不拖拉。

新闻做得好，需要把握好“度”，既不夸张
也能达到宣传效果，平衡采访者和采访对象的
需求也要把握好“度”。对接上级媒体来平湖
调研、报道是我目前工作任务中很重要的一部
分。曾经的新闻从业经历，让我能清楚记者的

想法，而现在经常与部门（单位）联系也让我知
晓了更多基层的诉求，我非常自信由我为双方
搭建起来的沟通桥梁一定是最短、最高效的，
因为我可以在一听到选题和报道类型时，就大
概知道记者需要哪些材料、什么样的采访对
象，大大减少了双方的沟通成本，而这些都是
6年多报社工作积累起来的技能。在新闻单
位待过也让我更加严谨，尤其是文字使用上，

“综合征”还是“综合症”“接合部”还是“结合
部”“漕兑港”还是“曹兑港”……当年在报纸上
因为错别字被扣的奖金，都成了给现在写材料
交的学费。

前阵子平湖某部门联系到我，希望通过宣
传部门邀请上级媒体来采访他们的一个活
动。我在看了对方发来的介绍材料后感觉非
常普通，如果单纯报这个活动，最多是块“豆腐
干”。既然要做就要尽量做出最好的“效”，无
论是当记者还是当通讯员，这都是我对自己的
要求。因此，我花了半天时间逐条啃完材料里
面的内容，并跟对方多次联系、讨要补充材料，
搞清楚来龙去脉后，梳理出了一个以我的判断
记者会想写的点。不出意料，当我将自己重新
梳理过的材料发给上级媒体记者时，他们都非
常感兴趣，全部表示会到现场来采访，原本一
个小稿子，成功做成了一个深度报道，取得了
更好的宣传效果。

现在，每当有记者诧异我为何会这么懂
他们时，我都会很骄傲地跟他们介绍：咱们
曾经是同行，我原来是平湖报社的记者！我
非常自豪和感谢这段经历，它带给我的宝贵
财富，在未来也一定还会给我提供更多的帮
助。

三十载，风华正茂恰青春。三十年来，一批又一批年轻的记者，怀
揣着新闻理想，脚踩泥土、笔耕不辍，用高质量的文字，记录了平湖的
发展与变迁，同时他们的人生轨迹也因此发生了改变。让我们一起看
看他们与这张报纸的“青春之约”……

青春飞扬青春飞扬 且歌且行且歌且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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