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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报 讯 ( 记者 王元卓
鲁威）近日，一段“放400天
不烂的西瓜”视频在朋友圈疯
传，文化名人马未都用刀切开
了一个存放了400多天外观却
依旧完好的西瓜。西瓜被切开
时伴有清脆的响声，而瓜瓤完
全萎缩脱水，呈现丝络状。马
未都说：“我们能对食品安全
放心吗？有人告诉我，这种瓜
可能表皮上喷过一些防腐剂，
把它封住了不会烂。”

记者为此采访了宁波市农
科院副院长王毓洪等专家，发
现马未都的说法没有科学依
据。王毓洪认为，西瓜从田间
地头到餐桌，只要外皮不被碰
伤，没有裂缝，外表没有病毒
感染，在这样的高温天气可以
自然存放半个月以上，如果气
温再低一点可存放得更久。而
西瓜90%以上是水分，存放
久了里面变成丝络也是正常
的，而非喷了防腐剂。

正常情况，新鲜的西瓜到
底能保存多久？记者到田间地
头采访了瓜农。王家桥村瓜农
蒋师傅表示，现在卖西瓜没听
说过还要喷防腐剂。过去，西
瓜采摘上来销售并没有现在这
么快，瓜农经常会储存西瓜，
夏天最长可储存1个月。常见
的方法就是选一处通风阴凉的
地方，在地上铺上一层泥沙，
然后泥沙上铺上干的茅草稻
草，然后将西瓜一个个摊开。
不过，堆放时注意保持田间生
长状态。存放期间勤翻堆检
查，及时检出熟瓜和次瓜，清
理病、烂瓜。

果品批发市场的经销商方
先生告诉记者，店里采购西
瓜，会查产地以及品种，也从
未听说过还要给西瓜喷洒防腐
剂的，而且还担心万一喷洒会
不会加速西瓜腐烂。他表示也
有经销商会在秋季储存西瓜，
到秋末的时候拿出来销售。一
般放入冷库进行存储。

针对西瓜保鲜，本报曾邀
请农科院农产品加工所合作做
过科学实验。专家尚海涛博士
对切开的西瓜如何保鲜作过三
组对比实验，结果发现，对切
开的西瓜最好的保鲜方法是：
用食品保鲜膜覆盖后放入冰箱
储存，通过冷藏保鲜的开口西
瓜经历了24小时依然可以保
持较好的口感，细菌菌落等指
标都符合国家规定范围，可以
安全食用。

那么，目前这个行业
的薪酬如何？张靖告诉记
者，速录师的收入还是比
较可观的。“一般来说，如
果是普通的会议场合，速
录收费最低的也在每小时
300元左右，并且一次出
场保底 3 个小时。换言
之，哪怕只花了 1 小时，
最后也是按 3 小时计费
的，”张靖介绍道，“而对
于直播等要求比较高的场
合来说，速录师的收费则
在每小时500元左右，保
底时间为6个小时。”

但即便如此，目前这
个行业的缺口还是非常
大。何娟向记者描述了行
业的现状：“像美国、日本
等地，速录师行业的发展
已经到比较成熟的阶段，
每一个领域都有熟知本专
业的速录师；而目前国内
的速录师行业则没有这么
细分，因为人才太缺了。”
据她了解，目前全国的数
百所高校都已经开设了速
录课程。此外，学成的速
录师可以考取《速录师职
业资格证书》，这本证书将

会带来更大的竞争力。
张靖表示，进入这个

行业的门槛并不是很高。
“因为是用我们的母语——
汉语拼音进行记录，大多
数人都符合，之后只要好
好学习并加之以适量的练
习就可以熟能生巧。其
次，无论工作还是学习的
时候一定要坐得住，并做
到仔细、耐心、专心，就
一定能成为优秀的速录
师。”

记者 劳育聪
实习生 孔诗红

速录师行业缺口非常大

尽管辛苦，但记者还
是看到了他们对这份工作
的巨大热忱。对于张靖来
说，最快乐的事情莫过于
去参加各种各样的会议：

“从每次会议中，我都能学
到各种东西，但别人可能需
要请老师或者其他途径才
有机会接触到。免费听各种
讲座，还能学到很多知识，
会感觉到很有收获，对自己
的提升非常大。”

她还记得自己第一次
跟着自己的师傅来到会议
现场，看到他顺利地记录

下每字每句，并且就在现
场利索地完成，感到十分
了不起。也是从那一天开
始，师傅的知识面与技巧
激励着她愈发加强自己的
技术，直到成为高级速录
师。

而在张洁眼中，每一
次参与工作，都是一次难
得的与同行交流的机会，
这也是令她感觉最快乐的
地方。“厉害的同事，甚至
可以在嘉宾话筒失灵的时
候，根据他的口型来记录
内容，这可能是我今后要

奋斗的目标吧！”
宁波大学科技学院特

聘速录教师、宁波指南针
速录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
何娟告诉记者，她最引以
为豪的事情就是发现自己
团队记录下来的文字第一
时间发布在重要的平台
上。“世博会论坛期间，7
个城市的主要论坛均由我
们负责，当看到全球的记
者第一时间向全世界转载
发布了我们记录的文字，”
何娟说道，“一瞬间觉得自
豪感爆棚。”

行业中的快乐也不少

速录师张靖在工作。记者 劳育聪 摄

一天练习数小时，时薪可达300-500元

你想成为一名速录师吗？

张靖是一个90后姑娘，本专
业是行政管理的她在毕业工作一
年之后，毅然放弃了原先的工作，
进入宁波指南针速录服务有限公
司，成为一名高级速录师。张靖
说：“幸运的是我在大学期间就选
修过速录课，从2010年到现在，
已经花了7年的时间与速录这个
技能打交道。毕业之后，我发现自
己对行政管理并不十分感兴趣，
于是转投速录这个行业。”

另一个速录师张洁则表示，
自己一开始想做服装设计师，但
是咨询他人之后发现这一行业需
要投入大量的精力、财力，且不
一定能很快得到回报，于是决定
先从容易就业的速录师行业入
手。“现在，服装设计成为了我
的爱好，对速录的兴趣倒是越来
越浓厚了。”

在很多人眼中，速录师似乎
只出现在各大会议现场，事实是
否真的如此？张靖表示，这是一
个误解。“速录这个行业目前渗
透到各个领域，不仅出现在会
议、论坛、听证会等重要现场，
还为中国庭审现代化发挥着重要
作用。另外，一些电视节目、电
视剧的字幕也是由速录师完成
的。”

采访中，张靖向记者展示了
速录机。这个机器一共是24个
键，左右两边各分布12个，呈镜
面对称。这样一个表面没有任何
字母的键盘，已经涵盖了拼音中
所有的韵母和声母，需要速录员
去记忆。“之所以速录机比一般
键盘快，就是因为它可以同时按
下一个汉字的所有音节，而不是
像键盘一样，需要一个个音节按
过去，这样就加快了速度。”张
靖揭开了速录机的神秘面纱。

对于记录会议内容和整理录
音的人来说，速度和准确度绝对
是两个重要指标。据介绍，目前
公司中比较快的速录师可以在1
分钟内记录220个字左右。大部
分会议的内容都能一次性现场完
成，而针对一些比较生僻的专业
内容，速记员还需在后续进行录
音核对与内容检查。

速录师
已渗透到很多行业 虽然接触这个领域长

达7年，但是从一个菜鸟升
级为高级速录师并不是一
蹴而就的事情。张靖回忆
道：“这个行业令我最安心
的，就在于只要你肯坚持，
就一定会有收获。后期提速
的时候，我有时一天要练习
8-9个小时，中间只给自己
休息10分钟左右，一天坐
下来肩膀有点酸。”后期掌
握正确的方法就好了。

除了需要长时间练习
以外，外界眼中的“金手指”，
也有众多不为人知的辛苦。

“以会议速记为例，在
一开始接到客户要求的时
候，我们就需要查询该会
议领域的相关材料，争取
在会议开始之前尽可能多
地去了解这个行业的相关
知识。”张靖介绍道，“会
议过程中，我们需要集中
注意力去听演讲者说出来
的每一个词语，来确保内
容的准确性。”

速录师们称自己为
“会议场上唯一不开小差的
人”。他们不仅需要记录每
一个字，还需要在会场上

尽可能少喝水，以减少上
厕所的频率。另外，每每
遇到一些诸如军事、化
学、医学、佛教等专业性
非常强的论坛，速记师还
需要在结束之后尽快对一
些专有名词进行校对。

如果接到整理录音的
工作，速录师就需要长时
间听录音并进行记录。正
常情况下3小时的录音整
理三个半小时能完成，遇
到录音效果不好的时候就
比较麻烦了，甚至需要再
花3小时来进行核对整理。

最多的时候每天练习9小时

放400天不烂
因喷了防腐剂？

这是一则
食品谣言！

在很多会议现场，一定不难
看到有人在用特制的机器快速而
熟练地记录会场嘉宾的每一句发
言。他们就是速录师。随着社会
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行业都开始
需要速录师的协助，这一行业也
随之涌入更多人的眼帘。专注的
神情背后，他们的日常是什么样
的？

西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