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过记者的外国著名作家海
明威曾有一段名言：“冰山运动之
所以雄伟壮观，是因为他只有八
分之一在水面上。”他的作品简
练、理性，成为我在大学立志成
为记者的动力。

2012 年 4 月，在湖州日报老
报社的会议室里，我参加了面
试。评委问我：“现在网络看新
闻很便捷，你为什么还要读报
纸？”我不假思索答道：“我喜欢
报纸的满卷书香，也信服它的严
谨与理性。”

岁月荏苒，我与湖州日报已
同行十余载，太多故事历历在
目。我至今记得，2018 年参与

“从余村走向中国”主题报道行动
时，和报社的前辈在江苏的村庄
里聆听村民绿色变革的故事；台
风席卷湖州时，在郊区蹚过淹至
大腿的水面，只为衡量淹水的情
况……

这些都构成了我作为一名记
者 的 自 豪 与 使 命 。 时 代 在 变 ，
但使命不变。这几年，我经历

了媒体融合，成为一名融媒体
记者。

以前，我带着一支笔、一本
本子出去，带回来一篇篇稿件。
如今，我另外还多加了一部手
机，回来时除了稿件，还有短视
频、照片，甚至还有自己的出
镜。文字不再是衡量记者业务的
唯一能力，我同样努力交出听
觉、视觉上的作品，让受众有所
收获，有所感动。

融媒体讲究新与快，我奔跑
着，但也时常停下来，让采访

“ 慢 ” 下 来 。 深 入 基
层，采访科技工作者、
村书记时，我总会暗
暗 提 醒 自 己 ：“ 多 问
些，问多些。”最近，
在新疆采访援疆干部
和当地居民时，我和
同事从上午 9 点半采访
到了晚上 9 点半，和一
名受访者最多聊了近 3
个小时。回来时，从
文 字 、 照 片 到 视 频 ，

我都有了丰富的素材，反复打磨
后，我们把最好的画面和细节送
到了受众面前。

“潮水推我前行，我亦是潮
水”。我始终相信：无论新闻的
形式和载体怎么变，“报人”对
于专业技能的苛求，是托起一
切优质作品的底座，也是能让
时 代 更 加 熠 熠 生 辉 的 坚 强 力
量。湖州日报，感谢遇见，生
日快乐！

（记者 余辰 整理）

在新时代续写梦想
讲述人：湖州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 徐震

2006 年，初来湖州的我就与
湖州日报结缘，我喜欢从日报的字
里行间中了解这座城市。后来，又
有幸受聘成为湖州日报的监督员，
这份职责一担就是10多年。

可以说，我是湖州日报不断
前行、蜕变升级的同行者与见证
者，这份报纸的发展轨迹，也深
深印刻着我与这座城市共同走过
的时光。

身为一名在高校从事新闻教
学与研究的人员，监督员的职责
于我而言，不仅是责任，更是将
课堂理论与业界实践紧密联系的
宝贵机会。这些年，我带领一届
届大学生评报小组的伙伴们，带

着专业的审慎与热切的期待，认
真审视着报纸的每一个细节，每
天翻阅散发着油墨香的纸质版是
必修课。

我 们 曾 温 和 地 提 出 一 些 建
议：比如“笔者”的称谓，是否
会让读者感觉不够正式，仿佛非
报纸立场？频繁出现的“我市”
二字，是否无意中限定了阅读
的视角？毕竟，一份优秀的报
纸，其视野应当更开阔，向更
广 阔 的 天 地 展 现 湖 州 的 魅 力 。
这些源自教学观察与实践反馈
的探讨，湖州日报都给予了真
诚回应。渐渐地，字词运用更规
范了，文风也在悄然转变，那份

属于新闻的专业与温度
浸润字里行间。

暖意与厚度，在近
年来越发清晰可感。回
望早期，报纸在大型策
划和专栏特色上或有提
升空间。令人欣喜的
是，改变正在发生。从
纪念“撤地建市”的精
心策划，到“共建共
享最幸福”的深情笔
触，报道的视角越来越

接地气，聚焦于平凡个体背后的不
平凡故事。那些细腻的采写、用心
的编排，让报纸承载起真实的人间
烟火与城市脉动。每一次展开这份
纸报，指尖摩挲的沙沙声里，总能
感受到一种安心的力量，仿佛翻阅
着湖州人共同的生活画卷。

“看见”栏目洞察民生冷暖，
“我和我的湖州”专栏将城事变
迁娓娓道来，报纸在连接基层、
传递民声上找到了有力的支点，
让普通人的声音得以被听见。这
每一步踏实迈进，都让这份地市
报纸在时代浪潮中焕发出独特的
生机与价值。

如今，湖州日报对我而言，
早已超越了一份报纸的范畴。它
是与我共同成长的伙伴，是城市
发展的忠实记录者，更是湖州面
向世界的一扇真诚窗口，我期待
它继续深耕这片江南清丽地，在
挖掘湖笔文化、丝绸文化等特色
IP 中展现文化自信，也期待它能
巧妙融合新技术，让纸端的温度
与深度不断焕发新彩，让我们所
珍视的安全感与生活感，在时代
变迁中历久弥新。

（记者 王艳琦 整理）

于真诚回应中见专业温度
讲述人：湖州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湖州日报监督员 邓若蕾

夏日的一个早晨，早已退休
的我翻开了熟悉的湖州日报，当
指尖轻轻抚过版面，油墨香漫上
来，恍惚间，40 多年前的光影又
在眼前铺开。那些与铅字为伴的
日夜，那些在字架间穿梭的时
光，仿佛从未走远。

1980年6月，吴兴报复刊的消
息像初夏的风吹遍苕霅两岸，乃
至浙北大地。那时报纸由湖州印
刷厂承印，我就转岗做报纸排版
的活了。1983 年 7 月，报社在湖
城莲花庄旁狭小的地块建起了自
己的印刷厂，我也成了“报人”，
做了报纸出版链条上的一颗“螺
丝钉”。

那时的排字车间，除了场地
局促，最惹眼的就是成排的铅字
字架，每个格子里静静躺着常用
的铅字，按部首排列得像立体字
典。我的工作，就是左手拿着托
盘，右手夹着编辑部发来的手写
稿，从字架上把字一个个拣出
来，排成小样，我们土话叫撮字。

旁人总好奇我撮字的速度为
啥这么快，其实不过是多年练就
的基本功。我把铅字按常用字、
偏旁字和繁体字分类归位，记准
了它们在第几行第几列，速度自
然就提上来了。高峰时，我1小时
能撮 1700 多个铅字，闭着眼就能
摸到一些高频字的位置。

偶尔负责头版排版
时，更能体会这方4开
4 版 的 版 面 藏 着 大 学
问。记者采写的稿件要
经编辑修改、领导审
阅，定稿后才送到我手
上。国内国际新闻要靠
电信设备接收，一条条
打印出来编成稿件，再
到我这里转换成铅字进
行排版，通宵达旦是家
常便饭。最怕的是突发

情况，比如临时调稿、换版，或
是突发新闻必须上版，已经排好
的铅字就得全部打乱重排。铅字
版面的布局容不得半点差池，少
几行字就会开“天窗”，多一个字
就得删减，就连替换文稿都要精
确到同样的字数，稍有变动便是
牵一发而动全身。

上世纪 90 年代初，报社引进
了精密汉字编辑照排技术。当第
一张全电脑激光照排的湖州日报
从机器里“走”出来时，全厂的
人都围了上去。文字不再是沉甸
甸的铅字，而是光与电织就的墨
迹，看上去更清晰和平整，分量
却重逾千钧——这意味着我们告
别了“铅与火”的时代，迈向了

“光与电”的纪元。
如今再看每天出版的报纸，

打字、排版早已是鼠标轻点的
事。可那些在字架间穿梭的指
尖，那些为一个字较劲的深夜，
那些铅字碰撞的清脆声响，永远
是我心里最珍贵的记忆。它们不
仅见证了一份地方党报成长的历
程，更蕴藏着一代代报人的坚守
和创新，在时光里闪闪发亮。

（记者 邵丹红 整理）

陪报纸走过铅与火的岁月
讲述人：湖州日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原排字车间主任 朱鹤星

泡上一杯茶，在茶香氤氲中
翻开带着油墨香的湖州日报，这
个简单而美好的晨读仪式，是我
每天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作为湖
州日报30年的“粉丝”，泛黄的剪
报本、珍贵的合订本，还有手机
里的南太湖号客户端，记录着我
与湖州日报的深情厚谊。

说起与湖州日报的缘分，还
要感谢我的爸爸。1996 年，我刚
上小学，那时爸爸每天下班回
家，怀里总会揣着一份湖州日
报，只要有空，他就会抱着我一
起“读报识字”。

1999 年，爸爸看到报纸上一
篇名为 《益民路向何处延伸》 的
文章时两眼泛泪，我很好奇，悄
悄问爸爸为什么要哭。爸爸告诉
我，益民路上曾经都是丝厂、绸
厂，后来这些令湖州人骄傲的厂
子都相继倒闭了，看着不免让人
唏嘘。爸爸的这番话让我第一次
感受到，原来报纸上写的都是发
生在我们身边的真事。难怪他总
要我好好看报，说这是我端详家
乡的“窗口”。

后 来 ， 我 们 家 订 了 湖 州 日
报。于是，回家前到信箱里开箱

拿报纸成了全家人抢着做的事
儿。一到晚上，爸爸就喜欢坐在
台灯下静静地读报，而我则会偷
偷把副刊版抽出来，躲在房间里
如饥似渴地阅读。其中，我最爱
的还是“苕溪”副刊，那些文笔
优美又有家乡风土人情的散文让
我百看不厌。通过副刊，从小在
城里长大的我知道了德清的下渚
湖湿地、安吉的竹海、南浔的百
间楼……

2015 年，我进入安定书院社
区，成为了一名社区工作者。没
想到一进社区，书记施汉荣就递
给我厚厚的一摞湖州日报。他告
诉我，社区工作千头万绪，这份
报纸就是最好的“老
师”。10 年社区工作，
我深深地感受到，湖州
日报真的成了我工作中
最靠谱的“伙伴”：社
区开展垃圾分类时，我
会把从湖州日报上收集
的报道和案例制成宣传
手册，居民看了都说
好；市里大大小小的政
策，我也总能第一时间
在湖州日报上找到，并

及时告知社区居民……
2020 年，湖州市新闻传媒中

心创办的客户端——南太湖号开
通了，这让我获取信息更及时、
更便利了。不过，我还是喜欢
指尖触摸纸张的感觉，仿佛和
老朋友促膝长谈般温暖。每当
翻开报纸，那熟悉的油墨香总
能 唤 起 儿 时 与 父 亲 共 读 的 记
忆，让我耐心感受到文字最本真
的温度与力量。

未来，我会把这份墨香情缘
一直延续下去，做湖州日报最忠
实的读者，也希望能透过这个

“窗口”看到湖州的更多面。
（记者 施妍 整理）

从这窗口端详家乡的更多面
讲述人：安定书院社区党委书记、湖州日报读者 钱丽

1984 年，那时我 34 岁，在湖
州航运公司客运所从事宣传工作
时，第一次接触到了湖州报，薄
薄的几页纸，却承载着湖州人真
实的生活与梦想，感觉很亲切。
记得我最早投稿的是一首小诗

《红领巾书摊》，1.5元稿费让我欣
喜不已。

后来，我参与开辟“太湖夜
游”航线，不仅在闹市区域贴手
绘海报，还在湖州日报报道。报
道一出，年轻人纷纷慕名而来，
特别是湖州日报社的一批年轻
人，在游船上办起诗歌朗诵会，
热闹非凡。那一刻，我深深感受
到报纸的力量——它不仅能传递
信 息 ， 更 能 点 燃 一 座 城 市 的
热情。

1991 年，我调到建设银行，
正值证券业务初兴，我写了一篇
关于分行开办股票业务的报道，
登上了头版，还引起不小的反
响。尽管开业当天营业额只有9万
元，在现在看来微不足道，但在
那个年代已是突破。

我算是湖州日报早期的一批
通讯员之一。上世纪 80 年代末，
我参加了报社组织的温州培训

班，听老报人许学东、张世英讲
课，实地感受改革开放的前沿气
息。平日里，我每天关注社会热
点和国家大事，看到值得讨论的
话题，就立刻动笔写时评。那
会，还没电脑，我就手写稿件，
赶在下午3点前骑车送稿到报社。
记得曾在头版发表 《论百坦》 的
时评，剖析湖州人这句口头禅背
后的文化心理，引发了读者共
鸣。写时评虽辛苦，但看到自己
的文章第2天就见报，那种成就感
是无可替代的。

湖州日报于我，既是良师，
也是益友。老报人的风骨深深影
响了我。还有很多报道让我明
白，新闻人既要传递正
能量，也要敢于监督，
包括那篇《为了太湖不
再“倾斜”》，分析湖
州与苏南的距离为何不
仅仍然存在，并且还在
拉大，推动了湖州的
发展。

我也在副刊上记录
生活点滴，比如幼年儿
子 生 病 时 连 喝 7 帖 苦
药，我写了一篇《孩子

吃了七帖药》，长大后的儿子翻
看，仍觉趣味盎然。今年4月，我
在副刊发了篇《不识树》，在用湖
州方言玩一把“文字梗”游戏的
同时，也宣传了生态理念。

从铅字排版到数字出版，我
见证了湖州日报的变迁，它也从
工作伙伴成为了人生挚友，在这
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仍期待
它能坚守“铁肩担道义”的报
人 初 心 ， 既 做 时 代 的 记 录 者 ，
更做民生的守望者，愿它在媒体
变革的大潮中坚守初心，与时俱
进，继续记录湖州发展的每一个
重要时刻。

（记者 姚玲利 整理）

难忘骑车送稿到报社的时光
讲述人：建设银行湖州分行退休人员、湖州日报通讯员 钱夙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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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读者，见字如面！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70年前的7月16日，湖州日报的前身吴兴报正式创刊。如今，湖州日报已经创刊70周年、复刊45周年。

这一路，我们见证记录；这一路，我们民生为重；这一路，我们心怀感恩。怀揣“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初心，我们梦想不止、奋进不休。

今天，我们推出“我和我的湖州——讲述有力量的故事”特别策划，请与湖报一路同行的媒体人、监督员、排字车间前辈、通讯员、读者，分享他们与湖报

的故事。

梦想不止 奋进不休

夜色如墨，城市渐入梦乡。
市新闻传媒中心 1 号楼 5 楼办公
室，灯光依然“醒”着，我和同
事们伏案于版样之间，精心打磨
着每篇稿件，油墨的独特气味悄
然弥漫。尽管身体很疲惫，但我
们的大脑依然保持高度紧张。

我 是 日 报 编 辑 部 的 夜 班 编
辑，这样的场景是我和同事们的
工作常态，也是我10年夜编工作
的真实写照。

夜班编辑岗位常被称作党报
的“守夜人”。党的二十大、市党
代会、沪苏湖高铁开通……2500
多个夜晚，我亲历了无数重大历
史时刻的“新闻现场”。每逢重大
会议、重要事件、极端天气等特
殊节点，我们更要打起十二分的
精神，有时甚至要通宵熬夜。

2022 年 10 月中旬，党的二十
大在北京举行。讨论版面排布、
接收新华社稿件、请教上级媒
体、读校版面稿件……记得那
几天，我和同事们几乎要从当天
下午的编前会一直工作到次日清

晨，就像陀螺一样，一刻不停
旋转。直至窗外微熹初露，版面
完全敲定后，我们才能松一口气。

当清晨报纸带着油墨清香抵
达万千读者手中时，我揉着布满
血丝的双眼，心头却涌动着难言
的踏实——我们于无声处铸就的
严谨，是党报公信力的基石，让
白纸黑字承载的时代强音，准确
无误地叩响人们的心扉。

由于长时间的夜班工作，对
家里的照顾总有不周，这也让我
对家人常感愧疚。多少次深夜归
家，只能借着微光轻吻
儿子熟睡的脸颊。

记得儿子很小的时
候，因为身体原因要到
杭州做手术，但我由于
工作原因无暇分身，将
他们送到医院后，便回
了单位。儿子痊愈回
家，用稚嫩的声音告诉
我：“在医院想爸爸，
但妈妈说‘爸爸上班辛
苦’，她会照顾好我。”

听了之后，我内心愈发愧疚。
10 年光阴，在日复一日的长

夜守护中流逝。夜班编辑的岁
月，是星辰与版样交织的旅程。
如今，随着融媒时代的到来，新
闻的传播方式也发生了系统性变
革。但无论载体如何嬗变，那份
沉甸甸的责任感与对真实的敬
畏，始终如灯塔，照亮字里行
间。我也愿意像光明日报何东平
老师报告文学中所写的一样——
把日记写在报纸上。

（记者 泽铭 整理）

把日记写在报纸上
讲述人：湖州市新闻传媒中心编辑 吉昌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