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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2日早上6点，经过12小
时的长途飞行，我终于抵达法国巴
黎戴高乐机场，和初秋接近 30度
气温的平湖不同，这里刚刚迎来一
股强冷空气，最低气温只有 5度。
火热的巴黎奥运会才结束不久，吹
来的冷风中似乎还留存着奥运的
气息。“奥运会的时候，有些人都说
法国不装空调，条件很差，但其实
这里确实很凉快，别说空调了，早
晚还得盖条被子。很多自媒体都
在跟风，根本没有求证过”，路上，
从事地接的司机小哥知道我是记
者，跟我吐槽起来。

没有来得及倒时差，我随同陆
维钊书画院的工作人员一起，赶到
巴黎中国文化中心，开始了忙碌的
备展工作。作为此次国家艺术基
金项目《翰墨雅逸 青春华夏——
当代中国大学生书法艺术海外巡
展（法国站）》的随团记者，除了需
要全程记录整个法国巡展的台前
幕后工作，为项目结项和平湖对外
文化交流做好素材的积累以外，我
还要一个人完成新媒体短视频、新
媒体图文、电视新闻、纸媒等多个
平台、不同体裁的新闻报道。2024
年是中法建交 60周年，也是中法
旅游年，当今世界正在不断地融
合，这次的海外巡展，是中外文化
融合汇聚的一小步。而身处这个
大时代的我们，又何尝不在经历着

各种各样的融合？就拿包括我在
内的众多传统媒体记者来说，身处
媒体融合的时代，我们也在经历从
单一形态向多元全能的转变，会
写、会拍、会剪，已经成为一名合格
的融媒体记者的必备技能。融合
的过程也许会带来阵痛和挑战，但
也会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9月
13日，法国巡展的开幕式顺利进
行，写意的中国书法和篆刻艺术，
与浪漫的法国文化就此碰撞交融，
而我在现场，也通过文字、影像等
各种手段，尝试用法国观众的视
角，来讲好中国故事。

完成当天的所有采访任务回
到酒店，已经是晚上 8点多。巴黎
的夜晚来得特别晚，太阳才刚刚下
山，但由于时差 6小时的关系，相
对来说，平湖的第二天却来得特别
早，而和开幕式相关的所有平台的
报道都需要在第二天发出，这也是
中秋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
如果按照正常的作息时间，可能会
出现我在休息，大家上班了，我起
来了，大家下班了的尴尬情况。另
外考虑到还要给编辑、审核等各个
环节留下充足的时间，因此我自己
这一关，必须提前做好充足的准
备，来克服 6小时时差带来的交流
沟通障碍，所以留给我的时间其实
并不多！来不及休整，我快速进入
了工作状态，整理思路，剪辑短片，

完成文稿的撰写和视频的后期包
装，2天连轴转带来的疲劳，此刻已
经烟消云散。终于，在9月14日巴
黎时间的凌晨 2点，北京时间的早
上 8点，我赶在大伙儿上班之前，
完成了各平台的报道内容，向编辑
发送了过去。“好早啊”，后方的编
辑说，“其实好晚了”，我说道，身处
不同时区的我们发出了不同的感
慨。我在法国的第一项任务总算
顺利完成，但后方的同事们并没有
迎来预想中的中秋假期，台风“贝
碧嘉”打乱了大家的所有计划，这
也是我从业 14年来，第一次缺席
台风的报道。“地球不爆炸，我们不
放假”，突然想起了央视主持人朱
广权的一段调侃。好在，平湖经受
住了台风的考验，而法国巡展的开
幕式报道也取得了不错的传播效
果，在第二天登上了微博的热搜。

“网上看到消息了，这次台风，
浙江防范得很好啊！”之前吐槽过
的司机小哥，在接我们去往下一个
行程的路上，又聊了起来。还沉浸
在睡意中的我，不由地想到，从奥
运会装不装空调，到台风的有效防
范，大众已经习惯通过网络接受讯
息，但是这个过程中，信息传递的
准确与否，带来的是截然不同的反
馈。而作为融媒体时代的记者，让
信息快速准确地抵达，不正是我们
的职责所在吗？

巴黎小记巴黎小记
■■张学能张学能

究竟是哪个瞬间，让我萌生了成为媒体人的念头？
或许是在十七年前的那个周末，当我目睹本与我同在图

书馆学习的好友，凭借其“红帆船小主持人”的身份，能轻松步
入那幢形似帆船的建筑。而我，却只能无奈地被那扇大门阻
挡在外，望着她的背影渐行渐远。那一刻，一个执念在我心中
悄然生根——希望有朝一日，我也能够自由地出入那扇大门。

直至2020年4月，当我站在平湖市传媒中心的大门前，耳
畔响起“人脸识别成功”的提示音时，我不禁陷入一阵短暂的
恍惚，仿佛看到了那个曾经被拒之门外的自己，与如今站在这
里的自己重叠在一起。那阵唤作记者的清风，终于还是向我
迎面吹来了；那个在我心中深藏已久的梦，终究化为了现实。

2020年至2023年，那3年，我如同一名勇敢的探险家，不
畏艰险，穿梭在这座小城的每一个角落，倾听这座小城的无数
种声音：午夜时分，被疫情临时按下暂停键的蔬菜批发交易市
场，再度响起阵阵复苏的吆喝声；晨曦初露，一条条环湖绿道
上，洋溢着老人晨练时的亲切问候声；炎炎夏日，一名名贫困
学子因获得帮助而感动到落泪的啜泣声……很幸运，这些声
音，都被我化作了笔下流淌的故事，定格在铅字之间，成为我
职业生涯中最为自豪与骄傲的时刻。

时光荏苒，2024年初，我从那个鲜活地走在一线，与新闻
并肩奔跑的记者，变成了坐在办公室里，手拿版面和字典，开
始“咬文嚼字”的编辑。从喧嚣到宁静，从奔波到静默，我感受
到了从热烈到深沉的转变，但对新闻的执着与热爱，却始终如
一。

记得初当编辑时的一个周日，我正埋头编写一篇人文稿
件，一个细微的差异引起了我的注意——文中人物的出生地
与网络上的信息存在出入。为了确保稿件的准确性，我开始
查阅大量的历史资料、地方志以及相关的学术论文，但遗憾的
是，这些资料都没有提供明确且一致的答案。面对这样的困
境，我决定采取最直接也最有效的方式——联系作者本人。
我小心翼翼地拨通了作者的电话，心中充满了忐忑。然而，出
乎我意料的是，老先生非但没有丝毫的不悦，反而以极大的热
情回应了我。他详细地向我讲述了他在撰写这篇稿件时，为
了确认人物的出生地，曾亲自翻阅了该人物家谱的艰辛过程，
家谱上的记载，成为了他确认信息的可靠依据。我突然意识
到，原来每一篇稿件的字里行间，都凝聚着作者无尽的汗水与
心血，我的每一次“较真”，反而是他们辛勤付出的最好回馈。
他们如此倾注心力，我又怎能不以同样的严谨与热情，去对待
版面中的每一个小细节呢？

在结束与那位老先生的通话之际，他笑着和我说：“小金
编辑，辛苦啦！”这简单的几个字，却深深触动了我，让我在这
份认可中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动力与坚定。

从“小金记者”到“小金编辑”，我已经走过了五年，回望过
去，这五年间的转变，不仅是我职业生涯的一次重要跨越，更
是我个人成长与蜕变的见证。

江南小城的立冬已悄然来临，寒风渐起，落叶纷飞。前两
天，与一位老友相聚，谈及未来，她问我：“你觉得十年后，报纸
还会存在吗？”我沉思片刻，微笑着回答：“我不知道，但我想我
依旧会在……”

穿梭于喧嚣与宁静穿梭于喧嚣与宁静
■■金睿敏金睿敏

记社会事，传正义者，是为记
者。世人提起记者，或赞“无冕之
王”，一杆笔、一架摄影机，成为舆
论的风向；或叹一句世风变化资本
为王，新闻已死，记者已无。在流
量为王，热搜变幻，自媒体翻涌的
当下，职业记者还能是“铁肩担道
义，妙手著文章”的存在吗？

但这些“大主题”，其实离我们
这些小镇“玩家”有些远。

作为一名乡镇通讯员，我在
乡镇为记者们的采访做好前期人
员、场地对接，看着一年年有刚毕
业的新人入职，看着有人为现实
折腰离开，看着有人寻寻觅觅，几
年白了少年头。作为地级市的一
线记者，生活加班赶稿中“颠沛”，
即便是一年一度的记者节，大家
也是笑称“新闻民工的自我剖析
日”。

日夜奔波是常态，因为我们
的社会，就是由 24小时、365天组
成的，每一个时刻，每一天，都有
社会性事件发生。春日的农时、
夏日的风雨、秋日的丰收、冬日的
霜雪，凌晨的海上捞鳗苗、日出的

城市美容师、傍晚的回城车行路、
深夜的执法护交通……因为记者
是用笔和镜头讲述故事，记录社
会事件，所以需要他们出现在每
一个时刻，每一个现场，哪里有新
闻发生，哪里就有大家奔忙的身
影。

还记得年轻的小记者说：“上
班路上接到排班表，上午出现场，
下午出现场，中午吃饭都得想着怎
么写稿，午休是不会休的，不然哪
有时间写稿。进了这行，走路都要
习惯用小跑。”

也记得夏日战高温，报道建筑
工人的坚守，摄像记者扛着二十几
斤的机器，一路爬到了厂房建设房
顶，安全帽下汗水在脸上一趟趟地
留，记录下工人们质朴的笑容和不
屈的精神。在摄像机镜头拍不到
的地方，是两管藿香正气水顶着年
轻人同样的坚守。

又或者是台风天，追着台风跑
的女记者，在风雨大作的海塘上现
场报道，80多斤的体重要拴着绳子
站立，背后是数十米高的海浪，风
雨下显得有些狼狈，身边是镇街道

的相关负责人，一样满身是水地回
答着提问。就是这样简短又艰辛
的对话，却在每一个台风来临的时
候，给在家、在岗的百姓们，传递出
一份安心。

时光如梭，今年他架起了摄像
机，也架起了老花眼镜，明年哪位
老师也要退休，依旧奔跑在阡陌之
间。新闻是每天定时播出、准时推
送的，365行的工作时间，都是记者
的工作时间。

关注环境保护，深夜跟随职能
部门现场抓“电鱼佬”；播报民生实
事，真实体验社区适老化工程；问
政政府部门，春节年年乡镇一把手
访谈……

高大上的描述，记者是记录时
代风云，用笔和镜头讲述故事，接
地气地说，记者记录实时，描写社
会百态。镜头背后的他们，用日复
一日的奔波，打破所有的“信息茧
房”，让我们更多地去了解我们的
社会。记者节，记者并不能休息，
他们还是忙忙碌碌，在镜头后，将
社会真相，交给普罗大众，将社会
正义，传递你我之间。

行走在真实社会行走在真实社会 传递真实的光影传递真实的光影
■■陈明远陈明远

“记者？我们小陶也是当上大
记者了。”“等以后有什么新闻得第
一时间告诉我哦。”朋友们在一旁
打趣。那是离开学校后，第一次和
朋友互相交流起毕业后找的工作，
大家都对我投来了赞许的言语和
目光，这对刚参加工作的我来说，
内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为什么会选择这份职业？”，
在面试时被问道。“因为记者是正
义的、是社会问题的诉说者，我想
成为这类形象的一员。”我毫不犹
豫地回答，甚至为我的答案有些沾
沾自喜。“面对台风的迎面呼啸，仍
朝着镜头报道着最新的天气情况”

“成为地下记者，曝光‘黑暗势力’
的不法行为”“每天奔跑在各个现
场 ，与 同 行 抢 第 一 手 新 闻 资
料。”……这些紧张而又刺激的场
景，是我在走向这个岗位之前，对
于记者这个职业的全部认识和憧
憬，想象着用自己的力量去改变现
实，成为他人心中的超级大英雄。

然而，现实是“走，去会议现
场。”一本采访本，一只笔，一个手
机，屁颠屁颠地跟在师傅身后。2

月的冬天，夜晚清冽的风吹得人
简直“神清气爽”，会议室的灯照
得全场通亮，庄重而又正式，室内
暖风吹得镜片起了水雾，收收自
己羽绒服臃肿的袖口，低头看到
厚厚的大棉靴，拘谨与陌生感涌
上心头，自己似乎与这里格格不
入。会议进行，采访本上本来端
正的字体变得歪七扭八，暖空调
吹得昏昏欲睡。“糟糕，完全听不
懂！民生工作、攻坚行动、多措并
举……”第一次外出，让我认清了
现实。我开始怀疑，自我否定。

“我真的适合这份工作吗？”这个
疑问萦绕在我心中。

时光荏苒，11月已至。“真的很
感谢，辛苦你专门跑一趟。”‘有礼
后生在身边’专栏的采访对象——
大山支教老师李燕客气地对我
说。如今，已经入职 9个月，类似
这种感谢的话在采访结束后，每每
都会对我说上一句。感谢什么
呢？我有些疑惑。直到后来，我收
到了一条信息，“报纸上的报道我
看到了，你们的宣传成功带动更多
的志愿者参与其中！”我心中一震，

原来我做的这些真的有人在关注，
原来真的有人会因为我写的文字
去出发做一些有意义的行动。自
愿成为一名志愿者，99公益日、慈
善一日捐，体验传统中医“三伏贴”
技术……这些我写过的题材是不
是也有更多的人看到去行动呢？
心中的肯定如同指南针，毫无偏差
地指向了南方。

是的，这应该就是记者的力
量，文字的力量。对多数人来说，
生活大都只有一种状态或模式。
但做记者可以借助这一职业身份，
短暂地体味不同的人生形态，关注
更多普通人的故事，用自己的笔
杆，写下属于我的视角，让更多的
人看到、行动、实现。对我来说，这
似乎就是最大的魅力所在。不需
要成为所谓的“大记者”，而是让每
一处微小的声音，都成为我前行的
力量。

“为什么会选择这份职业？”
“我想看到社会百态，最后明白‘问
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的道理。”我想现在的我会这样回
答。

前行的力量前行的力量
■■陶佳敏陶佳敏

在生活的舞台上，每个人都扮演着独特的角色，而我的记
者朋友，无疑是那道最耀眼的追光。她用手中的笔和镜头，记
录下世间的冷暖与沧桑，成为时代的见证者和讲述者。

认识她，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那时的我，正沉浸在
一本小说的世界里，而她风风火火地闯进了我的生活，带着满
身的活力和热情。她的眼睛明亮而有神，仿佛藏着整个世界
的秘密。从那一刻起，我知道，我的生命中多了一个特别的
人。

她是一名记者，一个永远在路上的追光者。在她的世界
里，没有安逸和舒适，只有不断的挑战和探索。她的脚步遍布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从繁华的商业街到偏远的乡村，从热闹的
学校到寂静的养老院。她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用自己的耳
朵去倾听，用自己的心灵去感受这个世界的温度。

记得有一次，她接到一个关于贫困山区儿童教育的选
题。没有丝毫犹豫，她背起行囊，踏上了前往山区的征程。那
是一段艰苦的旅程，道路崎岖不平，交通极为不便。但她从未
抱怨过一句，只是默默地前行。当她终于到达那个小山村时，
被眼前的景象深深震撼了。破旧的教室，简陋的教学设备，孩
子们那渴望知识的眼神，让她的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责任感。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她深入了解孩子们的生活和学习情
况，与他们一起玩耍、一起学习。她用手中的相机记录下孩子
们的每一个瞬间，用手中的笔写下他们的故事。她希望通过
自己的努力，让更多的人关注到这些孩子们，为他们带来希望
和改变。

当她回到城市后，马不停蹄地开始整理素材，撰写报道。
她的文字充满了力量和情感，让人读来为之动容。那篇报道
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许多爱心人士纷纷伸出援手，为山区的孩
子们送去了学习用品和生活用品。看着孩子们脸上绽放的笑
容，她的心中充满了成就感。

她的工作并不总是一帆风顺。有时候，她会遇到各种各
样的困难和挑战。采访对象的不配合，恶劣的天气条件，紧张
的工作压力，这些都曾让她感到疲惫和迷茫。但她从未想过
放弃，因为她知道，自己肩负着重要的使命。她是时代的记录
者，她要用自己的力量，为这个世界带来一些改变。

在她的身上，我看到了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她就像一
棵顽强的小草，无论遇到多大的风雨，都能坚定地生长。她的
勇敢和执着，让我敬佩不已。她曾经说过：“作为一名记者，我
们要有勇气去面对真相，要有责任去传递声音。”这句话深深
地印在了我的心里，成为我对她最深刻的印象。

除了工作上的认真和执着，她在生活中也是一个充满爱
心和温暖的人。她总是关心身边的每一个人，用自己的行动
去传递爱和正能量。她会在朋友遇到困难时，毫不犹豫地伸
出援手；她会在陌生人需要帮助时，主动地给予帮助。她的善
良和真诚，让她赢得了许多人的喜爱和尊重。

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她就像一股清流，静静地流淌着。
她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她的存在，让我
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美好的事情值得我们去追求和守
护。

我的记者朋友我的记者朋友
■■苗云辉苗云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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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迎来
了第25个记者节。

每一个难忘时
刻，每一个关键节
点，我们总在现场，
用手中的纸笔 、话
筒、镜头，与时代同
行，为历史注脚。

在这个属于新
闻工作者的节日里，
我们将镜头翻转，为
自己记录，记录我们
探寻真相的脚步、追
赶时光的身影、挥洒
汗水的青春……

下期话题预告
还未来得及好好

感受深秋的韵味，昨天
立冬已至。《城市·笔
记》下期话题为“冬日
暖味”，在渐冷的天气
里，最能抚慰你的是什
么？是家人闲坐，灯火
可亲；是街头小吃摊飘
来的阵阵香味；是妈妈
端出来的热腾腾的饭
菜……本次征稿截止
日期为2024年11月20
日，字数1000-1300字，
投 稿 邮 箱 ：ping-
hubs@vip.163.com，来
稿请注明作者姓名、通
讯地址、联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