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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老师，我在做《班主任茶座》的直
播海报，四位嘉宾哪个放C位？另外，有
位嘉宾在照片里穿着毛衣，和其他三位的
短袖很不搭，能不能换一张照片？”

“好的，稍候回你。”
……
进宁波晚报工作已有26年，成了很

多年轻同事口中的“俞老师”，但之前怎么
也想不到，一直从事纸媒工作的我竟然还

会在幕后承担一个直播节目，
操心选题内容、海报制作。

这些年传播技术的日新
月异，让年长失去了优势，虽
然被年轻人称为“老师”，我却
一直在向他们学习。

“小林，这个照片下面铺底怎么
铺？”“亭亭，这段视频的声音能不能用
于那段视频……”刚学视频剪辑的那段
时间，办公室里的年轻同事可没少被我

“骚扰”。
正是这样边干边学，一期期《班主任

茶座》在甬上顺利播出并收获好评；用手
机制作小视频，如今也成了像打开
WORD文档写稿子一样的平常事，在甬
上APP中，文稿、照片和视频“三元素”已
成为我们每个记者几乎每条稿子的标配，
而这，远不是记者工作的全部。

媒体的深度融合改革一步步推进，
在这一时代大潮中，退缩就意味着被淘
汰，不断地前行和探索才有可能“闯”出

一片新天地。去年夏天，我从熟悉的文
化新闻条口调到教育事业部，加入了《现
代金报》转型“宁波教育”的创业团队中。

就在上月底，我和通讯员一起合作的
宁波“足球小将”张董夺冠后喜极而泣的报
道，登上了人民日报、央视新闻等微信公众
号，小张董的喜悦和泪水感染了无数全国
的读者，这些，在我刚做记者的20多年前，
是无法想像的。新媒体给了每个记者超
级大的传播平台，也给出了超级高的要
求，既要图文又要视频，既要快速又要正
确，既要抓新闻又要做服务，既要有金点
子、好创意又要能落到实处得以呈现……
日日新的内容，不断地挑战自我，也许这就
是记者工作的魅力吧。

每次采访完医生、护士，当我掏出手
机希望给采访对象再拍个视频，很多人第
一反应是：“你不是报社记者吗，又不是电
视台的，怎么还要录视频？”

全媒体时代，无视频不新闻。
举起手机，要能HOLD住一镜到底

的直播拍摄，拿得出蒙太奇视频作业；拿
起自拍杆，能充当出镜记者，对着手机镜
头侃侃而谈；打开编辑软件，前期、后期都
能一肩挑，剪辑、字幕、配音，短视频、
VLOG都能玩转；面对海量的网络数据，
要能抽丝剥茧般发现变化规律，挖掘、梳
理出条理清晰的数据新闻，甚至是一份能
给决策部门带来参考的专业报告……为

了达到这样的目标，我们一直在努力，一
直在改变。

从事记者行业20年，从一名财经记
者到健康记者，从关注柴米油盐到聚焦生
老病死，我报道的领域变了，但跑出好新
闻，写出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作品的
初心一直没变。

从纸间到指尖，我们呈现新闻的方式
变得更多样了，但脚踏实地深入一线的采
访作风没变。5G时代，传输的手段日新
月异，但坐在办公室里想象不出深夜急诊
的火热，感受不到抢救室里的冷暖，空调
房里体验不到核酸采样点医护人员的艰
辛。

信息的来源越来越多了，我们坚守内
容为王的底气不变。移动互联时代，人人
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传播者，主流媒体
专业化的生产能力遭遇挑战。但我们作
为一名专业记者，对生产优质传播内容的
理念一直没变。我们坚信，只有深入采
访，多问多听多看，才能客观呈现新闻事
件，寻求真相，为民鼓与呼。

记者，是一个容不得躺平，也免不
了内卷的职业。传播手段变化太快，只
有不断学习才能跟上职业进阶的脚
步。世界变化太大，只有不断与时俱进
才能充当船头的瞭望者，审视前方的暗
礁浅滩。

从纸间到指尖

一名老记者的变与不变
今天，我们怎

么当记者？
曾 经 ，一 支

笔、一本采访本是
纸媒记者出门采
访 的 主 要 装 备 。
能采能写，你就最
闪亮。

如今，我们不
但要能写、能拍、
能编还要能播、能
导，不管你是老是
少，奋斗目标都是
成为“斜杠青年”。

早上7点，宁波晚报官微、甬
上APP相继发布了第一条推送。

这意味着，早班编辑已经到
岗开始了工作。大家一般会把闹
钟定在6点前，早餐是在编稿中见
缝插针对付过去的。

编辑中心运营着纸媒、APP、
微信、微博、抖音等全媒体集群，
坐拥上千万粉丝。每周的排班表
恐怕是最难看懂的一张表格，节
假日、双休日，从来都是不完整
的，甚至一周拥有一个两天连休
都没办法做到。

新媒体编辑们得面对快节奏
高强度的发稿压力：APP的编辑
们时刻盯着热点和动态新闻；微
信的编辑们从上班一刻起，就在
寻找当天的微信头条……

新媒体的编辑很少会在中午

出现在食堂，谁也不知道下一个
突发会在什么时刻，常常用一顿
外卖来缩短离开座位的时间。我
们这个团队很年轻，充满活力，不
少都是85后、90后，他们开启了
很多创新的新闻内容制作。

但你可能想不到的是，10多位
内容编辑里，将近80%是女编辑。

而她们还有另一个身份：年
轻妈妈。

夜班对年轻妈妈们的生活影
响是无法回避的考验。下午5点
开始到晚上八九点，记者稿件源
源不断从系统涌来，这是夜班编
辑最忙碌的时间，而这也是孩子
们最需要母亲的一段时间。办公
室里除了那一声声“快，这条赶紧
P（推送）”“这条上首页”外，听到
最多的就是妈妈们在跟孩子打电

话：“你晚饭吃过了吗？”“今天作
业做得怎么样？”……

夜晚7点到11点多，是总编
室夜班编辑们最紧张的时候。从
业15年的版面编辑叶飞说，压力
主要来自于稿件的处理，对版面
品质的追求和防止见报差错。这
儿的编辑最少都做了10年夜班，
因为工作的关系常常凌晨两三点
才能入眠。

不知不觉，我从事新媒体工
作也有10年了。“无时无刻，无边
无际”的移动传播，像一块始终悬
在心口的石头，但同时又充满了
创新和挑战：全新的传播模式、可
量化的传播效果、丰富多彩的呈
现形式……我们在平凡的每一
天，用心捕捉这座城市中精彩的
每一瞬间。

从社会事件的记录者
到社会治理的参与者

转型社区记者
的一年

2016年大学毕业后，我成了一名社会新
闻记者。之后的几年，我常常和身边的人
说，我是极其幸运的：一毕业就见证了儿时
轰动全城的重大刑案的告破；也曾在突发的
安全事件中成为人们口中的“逆行者”，为的
是第一时间将现场情况诉之于民。

每当有重大社会新闻发生时，家人朋
友们总会叮嘱“宝，你要注意安全”。可他
们不太明白，当我打下“要出发了”的消息
时，心中那股澎湃的热情。

今年，都市报系社区中心成立，我转岗成
为了一名社区新闻记者。从社会到社区，一
开始，我和部门同事心中都不免犯嘀咕：这些
年大大小小的新闻场面经历了不少，怎么非
但没有让我们去跑更重大的新闻，反而“下
放”到了社区，这记者怎么越做越“小”了？

“采编下沉服务群众，助力基层社会治
理，走好全媒体时代的群众路线。”起初，我
们对部门的愿景不甚了了。而随着社区中
心各项工作的铺开，我们心中对新闻“大”
和“小”的固有观念也被渐渐打破。

台风天，我依旧像过去那样到现场去，
风里雨里，新闻就在那里。不同的是，台风
过后，我还担纲“带货主播”，为饱受损失的
农户们直播卖水果。当销售数字不断累
积，虽然是纯粹的公益，也不免由衷感叹一
句：“李佳琦的快乐，我感受到了！”

今年8月疫情形势紧张，我们联合多家
中药机构开展“防疫茶饮进社区”活动。20
余天，我和同事们各自坚守阵地，将10余吨
茶饮送进社区，惠及居民2万余人。那些日
子，背脊上的汗水是咸的，我们与居民们的
情谊是甜的。

而随着服务的深入，大家对我们的要
求也有了些许变化。

以往，是“陶记者，这件事能不能请你
帮我们报道一下”？

如今，是“桃子，这事情给我们出出主
意呗”！

成为社区记者的这一年，我和我的同
事们不再是镜头外单纯的新闻事件记录
者，我们从幕后走到了台前，成为了社会治
理的参与者。当对话框里不再是抱拳和玫
瑰花，取而代之的是可爱搞怪的表情包，我
知道，我们与群众的心贴得更近了。

甬城何处不飞花？躬耕市井练慧眼，
处处飞花处处花。

“大家好，我是宁波晚报记者谢舒奕，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这是今年，我
在工作中说得最多的一句话，作为纸媒旅
游记者，多年来，我一直以美文美照“傍
身”“行走江湖”。但没想到的是，差不多
和旅游业因遭遇疫情而不得不转型的同
一时间，作为旅游记者的我，现在也要自
己扛起摄像机，大力拥抱短视频了。

曾不止一人羡慕地跟我说：“旅游记者
是个很潇洒的职业！”或许吧，但就凭从业
10年没有一个完整假期这点，我想，旅游记
者并不比其他工作轻松。而作为纸媒旅游
记者，当5G时代来临，当短视频成了传播
的新“风口”，我也会有迷茫和困惑——“这
么长的微信推文，多少人会认真看完？”

今年上半年，随着都市报系集中发力
视频领域，并提出“无视频不新闻”，我似
乎找到了方向。没错！旅游行业本就是

“最美的行业”，视频化呈现，正当其时！
对于常年伏案写作的文字记者来说，

视频化转型之路并不轻松。
我清楚地记得，去年首次自拍

VLOG,一句只有20多字的开场白我反
复录制了50多遍；首次在天一广场现场
直播，我紧张得凌晨4点多就起了床……
所幸报系对我们的成长很包容，而且幸运
的是，我确定这是一份我热爱的工作，一
切也正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今年，在“海陆丝路·东西交响”
2021 宁波文化旅游 (西安)推广季活动

中，我用VLOG全程记录；2021浙江书
展期间，我首次尝试直播探馆。今年下
半年，单位开出精品短视频栏目——

“901探探探”，某种意义上，我正式从一
名文字记者升级为全媒体记者，成为单
位的三名记者主播之一。

象山饭桶山、鄞州金鹅湖、海曙下严
村、余姚柿林村……一条条原创视频在这
里持续输出，再加上报系旗下的甬上客户
端、宁波晚报视频号和抖音号等诸多平台
的流量加持，接连引爆同城旅游话题。

我希望自己每次进步一点，每一点进
步也都让我欣喜。但要问什么时候才算
转型成功，我想，这个过程也许很难，但一
切都值得，方向对了，剩下的只有坚持。

今天

我们
怎样
做记者

和“最美事业”一起转型

纸媒记者也能“玩转”短视频

边干边学，挑战自我

这也许就是记者工作的魅力

“无时无刻，无边无际”

移动传播充满了创新和挑战

20年前我进入宁波晚报时，
记者写稿，用的都还是那种方格
的稿纸。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经常因
此感到焦虑，总是担心自己潦草
的字和稿纸上大片的涂改，会导
致最终见报的稿子满篇错讹。

今天，这种对稿子信息准确
度的焦虑，并没有因为改用电脑
写稿编稿而消失。某种程度上，
反而更甚。

因为我们都在追求“快”。
我在宁波晚报跑了10多年

的城建、规划、房地产。两年半
前，我牵头创立了宁波晚报的一
个房地产微信号——“宁波楼市
报道”。在这两年半当微信小编
的日子里，我深切感受到了“快”
之于一条微信的阅读量有多大的
影响。很多时候，同样内容的一
则新闻，你只比其他微信号晚了

一两分钟推送，别人的阅读量会
达到好几万甚至好几十万，而你
的阅读量可能只有几百几千。

但也正是在追求“快”的过程
中，稿子忙中出错的概率，也大大
提升。尽管现在微信在推送之后
允许修改20个字，但每次出错，依
然会有如鲠在喉、百爪挠心之感。

在个人看来，记者这个职业，
多少是需要有一些“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请命”的精神的。大众媒
体，公开的新闻报道，往大了说，
会影响世道人心，往小了说，也牵
系民众柴米油盐。这里面，新闻
信息的准确与否，干系重大。

事实上，相比于之前篇幅受
限的报纸，今天作为我们媒体新
闻报道主阵地的各类新媒体——
微信公众号也好、新闻客户端也
好，是有更大的优势来做到信息
的准确与全面的。

比如报道一个区块的建设发
展情况，我们可以用航拍视频来
直观描述它的现状，可以用新旧
实景照片的对比来勾勒它的变
化，还可以邀请权威人士到报社
的直播间来作专业解读……这样
全方位、多媒体、对受众来说更易
理解的报道形式，是以往的报纸
无法做到的，但对今天我们的记
者编辑和我们的传播平台来说，
都已经不是问题。

成为问题的，是我们愿不愿
意花精力精心去做，是我们有没
有追求更全面、更准确报道的心。

在时间带来的迅疾变化面
前，有些东西需要应时顺势，而有
些东西，却是不能变，并且值得我
们记者一辈子追求、坚守的。

在这样的意义上，我愿意我
从业20年来的焦虑，一直都延续
下去。

追求快的同时，更要准确和全面

在迅疾变化的时代，坚守一种焦虑

记者 谢舒奕 从业10年

记者 孙美星 从业20年

记者 俞素梅 从业26年

记者 陶倪 从业5年

记者 程旭辉 从业20年

记者 乐冬妍 从业11年

谢舒奕谢舒奕 孙美星孙美星（（左一左一）） 俞素梅俞素梅（（左左））

陶倪陶倪（（左左））

程旭辉程旭辉（（右右）） 甬上编辑施忆秋、甬恋小姐姐吕瑞婷和晚
报微信编辑乐冬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