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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1月22日开启的“风筝
之爱”栏目成为响亮的公益名片。

  2018年4月28日，《潍坊晚
报》推出建市7 0周年特别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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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潍坊晚报》创刊30年了，我来报社
工作也整20年。当年从学校来到报社实
习，那时候还住在学校宿舍，每次下班都
带一份报纸回去，自然成了舍友的稀罕之
物，相对于枯燥乏味的大学课本，报纸能
给他们带来更多的乐趣。
  转眼20年过去了，我们的晚报也到了
而立之年，而我也从孩子进入不惑之年。
刚进报社是到网络中心，主要工作就是修
电脑。实践证明，大学里学了几年的知
识，真不如给我一台电脑让我拆了组、组
了拆玩得明白。相对于修电脑，收获最大

的是那一年我认识了更多的人，印像最深
的还是晚报记者和编辑那两层楼的同事，
白天记者噼里啪啦敲着键盘写着稿子，时
不时听着有人喊“电脑又崩了，稿子没
了，快找网络中心”，当年的电脑设备并
不先进，但影响不了他们的敬业。到了晚
上又是灯火通明，编辑们为了每个版面，
每篇稿子精心打磨，只为将更完美的作品
呈现给读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在网络中心的日子我还学会了另一项
技能，就是给晚报“扫图”，为晚报处理
上版的图片，自此开始了与晚报的缘分，
没想到一干就是20年。那时候没有发达的
网络、没有先进的数码相机，报纸上的照
片一部分是读者提供的纸质照片，需要用
扫描仪先扫描上传，那是台工作起来就嘎
吱嘎吱响的扫描仪。“慧，给我扫个
图。”大厅里这是大家对我说得最多的一
句话，“扫图”这个词一直用到今天，后
来这个岗有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美编，
“扫图”的同时又加入设计的概念。

  2009年，我们出版了《祖国万岁———
共和国60华诞纪念特刊》，借这份特刊，
我们一起重温如同史诗般荡气回肠又如黄
河般曲折壮美的60年；2014年，《潍坊晚
报》创刊20周年，我和同事们一起用特刊
记录了晚报的飞速发展；每年岁末我们都
给读者奉上以生肖为主题的春节特刊，让
浓浓的年味在一份份喜庆的特刊中蔓延；
2023年，我们出版了《潍坊晚报》第10000
期，回顾了晚报近30年的发展历程。
  晚报刚创刊的时候，办公环境简陋，
办报艰辛，经过一批批、一代代晚报人的
努力，晚报得以赓续到今天。诚然，随着
新媒体的发展，现在的报纸没有原先那么
厚，印刷份数也没有那么多，但是，她依
然承载着每一位工作人员的辛苦劳作，从
标题到版式，从稿子到图片。时代在变，
我们的初心没有变。
  已经记不清上了多少个夜班，每每回
到家里已是深夜，有时候在想我在坚持什
么，也许是选择了终将无悔的信念吧！

与晚报在一起的日子 

同行路上亦师亦友

  2009年11月23日，是我正式入职晚报
的日子。每年的这天，我和几位老友都会
聚一聚，虽然已经走上不同的岗位，最难
忘的还是并肩战斗的时光。这张以城市为
名的报纸，不仅记录着我们马不停蹄的热
爱、肆意飞扬的青春，也给予了我们突破
自我、自由生长的平台。
  作为一名新人记者，由于我不是科班
出身，不熟悉采访技巧，再加上初入社会
缺乏生活经验，有时会闹出一些心酸又好
笑的“乌龙”。比如，到高新区清池街道
采访带夫改嫁的农村妇女牟春玲，当时公

交尚未延伸到村里，地图导航也未上线，
下了公交后还要再走几公里路，我转来转
去居然迷路了，最后由好心人送到了采访
对象家里；接到读者报料，经济区某村有
偷狗杀狗的作坊，自以为得到了好线索，
我和同事急匆匆赶到了目的地，此时天色
近黑，远远看到有人在“杀狗”，便赶紧
报了警，待警察赶到现场上前查看，才发
现村民在屠宰狐狸，而当地是远近闻名的
狐狸养殖区……“对于新记者来说，不要
把犯错当成负担，而要当作经验的积
累。”这是一位老记者传授给我的经验。
  在老记者的“传帮带”和一次次“实
战”的摸爬滚打中，我学会了采访之前先
做好背景调查，学会了要特别注意人名、
单位名、地名不能出错，更学到了作为一
名记者受用终生的采访方法——— 到现场。
  我们常说“百闻不如一见”，对于新
闻来说更是如此。如果记者没有到现场求
证，只是听取口头介绍或报料人讲述，稿
件缺乏事实的支撑，这样的新闻往往有失
偏颇。如果到了现场，不仅能获得一手的
线索，而且对现场有更加直观的感受，让

新闻报道变得更加生动。
  一次，通讯员发来一篇稿子，内容是
报道“潍坊小西藏”青州庙子镇的一位邮
递员孙吉刚。通读完一遍，我从中发现了
亮点：这是潍坊最后一条步班邮路，全长
34公里，而这位邮递员在这条崎岖邮路上
一走就是十几年。掌握这一线索后，我和
同事立即联系采访对象，准备跟他走一
趟，了解他的工作日常。当时正值酷暑，
天气炎热且山路难行，有的山路坡度大，
只能手脚并用前行，而沿途杂草荆棘密
布，同行的伙伴失足差点滚下山坡。我们
一路跟随着邮递员的脚步，看他背着沉甸
甸的邮包在山路上攀行……提笔写下所见
所感，《步班邮路一走十四年 邮袋装满
责任和情意》见诸报端。
  2009年到2020年，在晚报工作的11年
间，我走过热火朝天的生产车间，走过如
诗如画的广袤田野，走过洋溢着烟火气的
大街小巷。不敢奢谈新闻理想，晚报更像
是我的一位良师益友，我们彼此见证、共
同成长，一起记录着一个个精彩，收获了
经验和感动，对未来也有了更多的期待。

有幸与晚报共成长

　 2009年，我来到了潍坊日报社，在这
里，我与潍坊晚报结缘，成为了一名记
者。2024年1月1日，《潍坊晚报》迎来
“而立之年”，我有幸能与她一起成长，
共同进步。感恩晚报，她让我在人生路上
拥有过勤奋的足迹，感受过不同的悲喜，
见证过奋斗者的伟大。

  时光飞逝，岁月如梭，转眼间，我从
事新闻工作已有14年的时间，有苦有累，
有喜有乐，个中滋味颇丰，而让我印象最
深的就是2021年4月8日，潍坊晚报组织开
展的“重走渤海走廊”大型主题采访活
动，我有幸参与其中，回想起当时的采访
经历，依然是历历在目。
　　昌邑市卜庄镇大陆村村史馆、张智忠
故居、胶北特委旧址……当时，我们一行
五人走进昌邑市、寒亭区、滨海区的“渤
海走廊”沿线村庄，深入挖掘红色故事，
追寻红色基因传承密码，探访当地乡村振
兴之路。一周的时间里，我白天采访，晚
上写稿，加上整理素材，经常要奋战到深
夜12时，坚持用心、用情、用功做好此次
的采访报道。采访过程中，我没有感觉到
丝毫疲惫，因为一个个生动的采访对象和
故事吸引了我，给我留下的不仅仅是乡
愁，更是一种初心与传承。

　　在昌邑市卜庄镇大陆村村史馆，这里
至今传颂着抗日英烈陆升勋的故事。在这
里，我有幸见到了陆升勋的孙子陆松茂。
当时陆松茂用乡音讲述村史馆内英雄的故
事，特别是讲述爷爷陆升勋的事迹时，一
次次红了眼眶。陆松茂表示，他经常带着
孙子和重孙子来到村史馆内为其讲解祖辈
的各种故事，现如今，这种精神会成为一
种无形的力量，一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家
里甚至村里的每一个人。陆松茂的这份坚
守和初心深深地感染了我，不断激励着我
在记者生涯中要勇担使命，恪守初心。
　　“重走渤海走廊”大型主题采访活动
不仅历练了我的脚力、眼力、脑力、笔
力，更在无形中给了自己一种前行的力
量。它像灯塔一样照着我砥砺前行，而永
不熄灭的光芒则成为指引我一往无前的力
量源泉，成为激励我奋斗的精神密码，引
领我奋发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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