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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我在夜班编辑岗位的第10个年头。作为《济宁晚报》编
辑中心的一员，十年来，我有过初排版面时的手足无措，有过经历通
宵达旦改版组版的身心俱疲，但自己对这份工作的热爱从未改变。

晚上8时，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普通市民夜生活刚刚开始：电
视里的精彩剧集正拉开序幕，商超夜市人山人海，烧烤大排档生意
火爆……我们夜班编辑，此时匆匆告别家人，穿过城市的灯光和热
闹，在缤纷的夜色中从四面八方赶到报社。稿件追逐星光，今天追
逐明天，新闻在路上，我们在版面上奔跑……这是我们夜班编辑的
生动写照，新闻大厦21层和24层的办公大厅，总会在夜里灯火通
明，甚至通宵达旦，这对于编辑中心的编辑来说，是家常便饭。

十年来，数不清多少次夜深人静的夜晚，为了一句话、一张图
片、一个版面、一个创意，我们采编人员一道反复琢磨、反复讨论。
夜班编辑工作时间有限、任务重，经常是数十篇稿件，要在最短的时
间内处理好。自己负责的每个版的文字、照片、版式，每个细节都要
兼顾，确保万无一失。夜班编辑必须细心、耐心、静心。出报安全无
小事，从下午编前会定下版序、内容，到晚上真正上版，经常会有多
次调整。甚至有时上版出来大样了，感觉不甚满意，推倒重来也是
常有的事。对此，大家都毫无怨言、心甘情愿，因为我们的目标都是
一致的，每一次翻版，都是一次质量的提升，都是为了把报纸办得更
好。

回首这十年，我从编辑的角度一点一滴感受着济宁这座城市日
新月异的变化，体会着群众精神风貌的大幅度提升，和全体夜班编
辑一道将最丰富、最出彩、最暖心的新闻呈现在报纸版面上，用墨香
记录着社会发展的重要时刻。目前，在山东省市地报好专版好专栏
评选中，我参与编辑的新闻作品拿到了4次一等奖，二三等奖若干；
在市级评选中，参与编辑的作品也屡屡获奖，这些也激励着我继续
当好济宁发展的见证者、记录者、传播者，讲好济宁故事、唱响济宁
声音。

睡眠不足，精神长期处于高度紧张状态，这是夜班编辑的工作
常态，常年的日夜颠倒不但让我们的身体处于亚健康的状态，也让
我们失去了许多与家人在一起的宝贵时光。我与已经上了幼儿园

的女儿，每天相聚的时间就只有晚饭的短暂时刻。深夜下班回家她
已熟睡，清晨我刚刚睡下她就要去上学，每每想到陪伴孩子的时光
少之又少，我的内心充满了歉疚。或许，我们最密不可分的日子就
是她在我的孕肚里陪我度过的那些奋斗的夜晚。

去年8月底的疫情期间，需要封闭在单位工作值守，当时我正
处在二胎哺乳期，原定的一名同事因为特殊情况无法前来，而我家
离单位较近，比别人更加方便。为了保证正常出版，我决定提前给
孩子断奶，将孩子安顿好后便背着行李赶到了单位。就这样，我成
了全单位20多位封闭作业的职工中唯一一名女性。尽管思念和担
心孩子，但是在本职工作面前，我更清楚自己肩上这份沉甸甸的责
任，身为一名新闻工作者，版面的力量和家庭的分量同等重要。

回顾匆匆走过的10年从业生涯，尽管也曾做了很多，但总结起
来其实又很少。我把对这份工作的热爱融在了每个日常的版面、每
个与星星作伴的夜班，我将坚守初心，在版面上奔跑，做好报纸的把
关人、新闻的“守夜人”。

今年记者节，偶然间在家中拿起相机翻阅起往昔工作照片与近
百张媒体工作证，看着一幕幕熟悉场景，让我想起了刚接触记者工作
时的青涩，一路走来的感触与收获，对我来说是一个漫长和艰辛的蜕
变过程。

传递党和政府的声音，是党媒的主责。这十年，我用手中笔和镜
头记录了孔孟之乡的变化。作为一名“90后”一线记者，我主要负责
济宁晚报政文新闻部县区、文化、旅游、体育等线口，为了捕捉到信息
含量大、新闻价值高的新闻信息，我坚持深入现场、深入基层、深入生
活、深入群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是从业以来工作的一种常态。

至今仍清晰记着第一次采访的惶恐之情，2014年的冬天，我前
往微山县微山湖区采访旅游与生态环境发展情况。初次采访，一时
着急，又不知该问些什么，幸得带队老记者指点，才顺利完成采访任
务。当天采访内容多而杂，回到办公室，当一堆采访材料与笔记摆在

办公桌上时，瞬间毫无头绪
不知如何下笔。部室主任李
朕葳刚好经过，看到一筹莫
展的我，便上前了解情况。
当得知因为稿件采写遇到问
题时，他便说，“你把采访内容
整理一下，我先帮你分析从哪
个角度切入找新闻点。”于是
在他耐心指导下，采访内容逐
渐成稿。次日，当稿件刊登于
报纸上，成就感也随之而
来。

入行至今，不知经历多少
次大大小小采访活动，每一次

采访、写稿、拍摄寻找新线索不停循环，看似千篇一律，实则变幻万
千，哪怕是同样选题也还是会有微妙差别。十年来，从中国（曲阜）国
际孔子文化节到第九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从2018央视中秋晚会到
青年导演创作扶持计划（第二季）走进济宁等重大节会和活动……从
田间地头看到农民辛勤劳作生活画面，再到体育赛场上运动健儿矫
健竞技场景。从业十年，在领导指教和策划下，我的几篇稿件也有幸
获奖，采写的《治理好的就是“聚宝盆”》《唱响干字为先的济宁最强
声》《让创城成为一种精神》等稿件，先后获得省级多个奖项，我也当
选济宁市第十一届青联委员。

在新媒体时代背景下，报社记者也在寻求突破和改变，以适应时
代的发展变化。在冲击中寻求生机，转型是必经之路，为此济宁晚报
采编部门在报社领导指导下，开启了媒体融合发展之路。站在新的
起点上，作为记者的我需要进一步的自我革新，才能适应媒体融合发
展需求。为了成为一名新时代媒体人，我从单纯文字记者迅速朝着
文字、图片、视频等都擅长的全媒记者学习、过渡。采访工作从纸、
笔、相机三件套，到现在无人机、云台稳定器、GoPro运动相机各种拍
摄设备越来越多；新闻稿件从当天的新闻隔天出，到新媒体全平台实
时报道、多媒体呈现，我在济宁日报社守正创新的发展大潮中蝶变，
浴火重生，努力实现与新媒体的深度融合。

当记者这些年，我曾冒着雨雪翻山下湖走基层看乡村变化，在炎
炎夏日记录奋战在一线的坚守者，在山区目睹了昔日小村庄，变身农
旅融合景区，在巩固脱贫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看到村民们的笑
脸；深入企业走访车间工厂，看他们奏响城市高质量发展最强音……
作为记者，能记录他们的故事，见证孔孟之乡的变化，我是幸运的。
社会赋予了我们新闻工作者职责，让我们见证、记录社会发生的许多
事，不停地接触着新事物，可以近距离地感受人民的感动、城市的发
展、时代的变迁。这或许就是记者的意义。

坚守初心，做好新闻的“守夜人”
济宁晚报 李默文

多年来，《济宁日报》的发展，与济宁这
座城市的发展密不可分。一份报纸，亲历了
城市的起伏和变迁，见证了济宁从一个小城
市到如今的繁荣景象。无数前辈用笔尖记
录了每一次的改革、每一次的发展，用相机
捕捉了每一位奋斗者的汗水和辛劳。我们
的报道成为了城市的名片，讲述了济宁的故
事，传递了群众的心声。

40年前，当《济宁日报》复刊时，应当很
少有人能够想象到，如今信息技术迅猛发
展，新兴媒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给传统媒
体带来的巨大冲击。

然与此同时，新媒体的兴起同样为传统
媒体也带来了新的机遇。

面对纸媒影响力日渐减弱的局面，我们
开始积极探索新媒体的应用，通过推出网
站、移动应用等形式，将新闻与读者紧密联
系起来。

起初，新媒体视频组两个人一部手机，
一个稳定器成为“闯关”的设备。因为没有
记者证而被拒绝拍摄、因为“夜经济”的专题
不得不在夜晚十一点后下班、修改一个视频
至深夜三四点更是数不胜数……这些困难
和挑战，伴随着汗水时常发生。当拍摄抗美
援朝退役军人时，夏爷爷握着我们的手表达
感谢，并建议拍个合照，这一刻，所有辛苦也
变得值得。

转型不仅改变了我们的工作方式，也改
变了我们与读者互动的方式。我们开始与
读者进行实时互动，收集他们的意见和反
馈，从而更好地满足他们的需求。

例如通过短视频、网络直播等方式拓宽
报道方式，以及通过数据分析等手段深入了
解受众需求。打造了“知济直播”“济宁这一
刻”慢直播，“走街串巷说文化”探访式直播
等品牌栏目，用新技术、新形式、新应用支撑
的融媒体演播室和直播间，为开展在线访
谈、带货直播、场景营销等提供了更多可
能。“你所不知道的济宁”“换个角度看济
宁”“知济”等短视频栏目一经推出，更是备
受好评。深耕平面设计、海报制作，所制作
的《按图说济》系列海报多次被新华社、中国
网等媒体采用。密切关注传媒发展趋势，不
断更新知识结构和技术层级，在传媒迭代发
展的时代大潮中，始终做到紧跟“风口”，走
在前列。

新闻事业，永无止境。
作为从事新闻职业的人，我们需要不断

学习、不断进步。我们需要更加敏锐地抓住
时代的脉搏，更加深入地报道社会的热点问
题，更加客观地传递信息。我们需要以更加
开放的心态，倾听读者的声音，不断改进我
们的报道方式和内容。我们需要与时俱进，
利用新技术、新媒体，将新闻信息传播得更
加迅速、更加广泛。

在《济宁日报》复刊40周年之际，让我
们一起为新闻事业的繁荣发展贡献自己的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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敲击这些文字时，已是凌晨。
夜深人静的时候，回忆是最容易被唤醒的，思

绪一下子像电影般奔涌而来。如果说自己三十多
年来有什么高光时刻，2011年的夏天走进新闻大
厦成为一名光荣的党报记者，一定是头一份了。

至今说不明白什么是理想，但是十二年来，每
当我一次又一次面对重点报道的压力、重头稿件

的难度，不觉得辛苦，反而乐在其中，这大概就是热爱的缘故。
进入报社，很荣幸地被分配到新闻采访一线，负责时政报道，一

干就是十年。在部室领导和同事们的帮助下，我快速适应，迅速成
长。在这段青春岁月里，我用心和笔见证济宁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次
又一次重大突破，用汗水和键盘记录济宁的一个又一个关键时刻。
在完成重要会议、重大活动、重大典型报道的基础上，积极策划选
题，一批重头稿件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有奔波忙碌的辛苦，有
成长收获的快乐，把工作当成事业，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像夜空中那颗最亮的星，2020注定是我从业生涯中最有意义
的一年。新年伊始，一场新冠疫情来势汹汹，大年初一中午，我正在

与家人吃饭时接到报社通知，下午有全市紧急疫情防控会议，简单
扒拉了几口饭，安抚好两岁的儿子，便出发了。就这样，从大年初一
开始，整整一个多月，我没有休息过一天。

“明天我市首例患者出院，你去传染病医院采访吧。”1月31日
晚，我正要休息时，接到了报社的紧急任务。在当时疫情最为紧要
的关头，我感觉心口一紧，说不担心是假的，但是没有什么可以阻挡
一名新闻人的脚步……

2月1日上午10时，患者面带微笑缓缓走出住院区的病房，这
是济宁市首例、山东省第二例治愈出院的新冠肺炎患者！在不到一
米的距离中，我与患者亲切交谈，了解她的身体和心理状况。随后，
我采访了患者的主治医师和市级专家组，详细了解患者治愈过程和
我市治疗新冠肺炎的具体措施，以最快的速度编写了图文消息《我
市首例治愈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康复出院》，稿件发布
在济宁日报、济宁晚报微信公众号和客户端，阅读量极高。为更好
地回应社会关切，我又编写了通讯《信心是我们抗击疫情的共同武
器——我市首例治愈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康复出院侧
记》，发表在《济宁日报》头版，很快被多家网站及微信公众号转载，
一时间鼓舞了大家战胜疫情的士气，产生良好社会反响。

要想给读者“一滴水”，自身必须要有“一桶水”。作为一名党报
记者，我始终认为，“业务是立身之本”，要有精品意识。在这条路途
上，记者要洞察生活热点，与群众因情感共鸣、价值认同而亲近，群
众与故事才能因记者讲述、集体记忆而同频。这些年来，我不断学
习新闻业务知识，注重选角度、找高度、挖深度、攻难度，创新写作方
法、表达方式，采写了一系列富有创新、富有特色的新闻报道。稿件
《短信一发，干部到“家”》《群众线上“点单”，干部线下“跑腿”》《这次
挂职不一样》等多篇稿件先后荣获“山东新闻奖”一等奖及省市地报
新闻奖一等奖，2020年获得济宁市“最美青年”荣誉称号。

2021年，我离开了工作十年的时政要闻部，调整到报业传媒集
团政务新闻部担任副主任。在这里，浓厚的干事创业氛围、朝气蓬
勃的同事们，让我迅速融入，快速找到工作方向。两年来，我不断增
强业务能力，提高服务意识，为报社发展尽自己最大力量，得到合作
单位的一致认可。

比起有着40年岁月的《济宁日报》，我的十二年还太年轻。我
将永远怀着虔诚之心，学习老一辈报人的优秀品质，带着热爱，漫漫
路上不停歇，永远奔跑在新闻事业这片山海……

热爱，可抵岁月漫长
济宁报业传媒集团 张彦彦

唯有不断学习 方能青春无悔
济宁晚报 刘伟栋

2014年3月份，我通过“青年记者训练营”的选拔，成为《济宁晚报》城事
热线部的一名实习记者。第一次外出采访，是由时任城事热线部主任的盖鸣
霆带队，到任城区竹竿巷社区采访一位基层先进人物。几年之后，上百篇的
合写稿件让口头上的“盖主任”变成了熟络的“盖哥”，这都是后话了。

采访结束后，我们在附近的“林家湾炖鱼”吃了顿简单的工作餐。作为新
人，自然要表现“积极”一些，但在结账时，盖哥却坚决拦住了我：“你刚参加工
作，我怎么说挣得也比你多，没有让你掏钱的道理。”一件小事，却让我看到了
满满的“人情味”。而在之后，每当遇到突发事件、棘手难题，这些主动揽起责
任、扛起担子的“人情味”都让我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人情味”的背后，是一代
代济报新闻人的担当与责任。

2017年，城事热线部接到一通求助电话，家住汶上县次邱镇的张大哥跟
随村里的包工头外出务工，意外跌落造成脊柱损伤，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
法院的赔偿判决早已下达，当地政府也多次协调，可对方却始终一副“要钱没
有”的蛮横态度，一拖就是十多年。张大哥早已家徒四壁，只能依靠妻子每月
打零工2000多元的收入苦苦支撑，言语中，他满是自责，觉得是自己拖累了
整个家庭。报道刊发后引发广泛关注，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多年未曾露面
的包工头主动上门和解，迅速把拖欠的赔偿款给付到位。事后，张大哥专门
委托同乡给报社送来了锦旗。在城事热线部的5年里，我和同事们聚焦物业
服务、房屋质量、生态环保、消费维权、食品安全、市区“停车难”等热点问题，
用一篇篇深度报道测量着社会民生的厚度与温度。而当看到一个个民生痛
点、社会堵点在“舆论监督”的力量之下被化解，听到群众那一声声真挚的“谢
谢”时，“铁肩担道义”的新闻理想正在熠熠生辉。

2019年3月份，我调任“县域新闻部”副主任。本着“基层是座新闻富矿”
的理念，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和相启申主任几乎跑遍了济宁的每一个乡
镇。鱼台“网红村”等一大批稿件被《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中央级媒体采用，
在引发广泛社会关注的同时，也得到县乡合作单位的高度评价。凭借扎实的
新闻服务质量，两年内，县域新闻部的合作镇街数量提升 1倍以上，一跃成为
集团行业部室的创收排头兵。

同年，某县区开展干部审计，要求被审计干部提供当年的招考报名启事，
证明入职流程合规。求助电话打到了报社，我和同事汤伟在资料室翻找了一
个下午，终于在一张90年代的《济宁日报》上找到了这篇招聘启事。翻看着
这张已经泛黄的老报纸，透过一篇篇稿件、一张张照片，30年前的“旧闻”却显
得如此鲜活。在那一个瞬间，历史的厚重感扑面而来，也让我更加明白，在这
张薄薄的新闻纸上，承载的不仅是一代代济报人的理想与汗水，更是济宁这
座千年古城的时代足迹。

2023年，《济宁日报》
复刊40周年，我也进入了
新闻从业的第十个年头，
从一名实习记者成长为
部门负责人。每当带着
新入职的同事外出采访，
拦住他们结账的手机，说
出“你刚参加工作”时，我
知道，一代代济报人对于
新闻理想的坚守与执着、
担当与奉献，正薪火不
灭、手手相传。

坚持新闻理想
做好新闻服务

济宁报业传媒集团 武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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