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中国品牌之都，晋江的制造业名声在外。但作为一个
快速发展的国际化品质城市，晋江的商业发展同样引人注目。
作为一名专刊记者，亲眼见证了晋江商业从少到多、从弱到强的
发展变迁，也从中窥见了百姓幸福指数“节节高”。

犹记得，晋江吾悦广场开业时的盛况。作为新兴的商业体，

从开业造势到后续人气活动配合，自己有幸参与其中。在与晋
江吾悦广场沟通筹划开业报道时，原本以为这是一件“美差”，沟
通几回后才发现这是一块“难啃的骨头”。先是方案的沟通确
定，来来回回折腾了好几个版本的PPT；再到方案的执行细节，
每个都要考虑周全。记得当时晋江已经有好几个城市综合体，
怎样在短期内让广大市民知晓，成为吾悦广场最关注的问题。
我结合吾悦广场自身的特色，为其量身定制策划了开业悦跑、熊
本快闪、美女直播等活动，通过“视频+直播+活动”的形式，全方
位、多角度传播，让广大市民记住了不一样的吾悦广场。事实
上，正是因为有了与吾悦广场的“亲密接触”，才让我在后续的活
动策划中，有了更多不一样的视角。

记者 唐淑红

晋江商圈发展的见证者

版面也是战斗力

夜半无眠到天明，清辉洒落满地星。
3月，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牵动着每个人的心。

为把及时权威的信息传递出来、把感人温暖的瞬间记
录下来、把科学有效的防控知识普及开来……我们将
战“疫”报道作为重要的任务，用心精编每篇文章，用
情做好每个版面。版面也是战斗力。

“爸爸，你起得这么早？”
“爸爸刚下班回家。”
这是4月15日凌晨5时许，回到家里在厨房里找

东西吃时，刚好起床解手的6岁儿子和我的对话。这

一天，报纸版面内容有全市疫情防控工作推进会、晋
江国际鞋纺城复工复市、老板公开信点赞好员工、晋
江发布 41号通告等内容，最晚入库的一条稿件是凌
晨 2：40。而最终的付印时间定格在 4:27。当这些防
疫部署、政策措施能在舆情宣传中凸显战斗力，能变
成“叮咚！晋江新闻眼”为打赢疫情歼灭战鼓与呼时，

“拖后腿”的夜班不漫长，“拖后腿”的夜班不后悔。
疫情以来，前方记者马不停蹄奔赴疫情第一现

场，深入封控区、方舱医院采访，关注“菜篮子”“米袋
子”；后方编辑昼夜无眠编发稿件，字斟句酌看文字，
苦思冥想起标题，眯着熊猫眼对细节。这一切，都是
为了更好地强信心、暖人心、聚民心。

编辑 王昆火

过去一年来，本报以一篇篇报道、推文、视
频、漫画，记录着这座城市每一个富有深意的

“变化”，用一个个精彩故事讲述这些“变化”背
后的力量。作为媒体工作者，他们或在行业一
线、或在项目现场，是晋江风云的记录者。在
他们的笔下和镜头里，城市变革发展与个人奋
斗拼搏的小故事生动而难忘。在创刊16周年
的日子里，让我们听一听，这些媒体工作者对
这座城市的回眸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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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行十年，作为一名财经记者，我一直努力与产业同行，与乡
贤、企业家对话，偶尔也希望多体验一丝“烟火气”。而一次偶然
的机会，我深入寻访了一处“桃花源”，沉醉于一段“最美乡情”。

2021年 9月中旬，在一次与宝龙集团品牌部负责人的沟通
中，得知品牌部人员将从上海总部赶到晋江，筹备于 11月底举
行的晋江安海溪边乡村振兴首批成果展示仪式。

当下，我的脑海中迅速跳出了几个关键词：许健康、1.25亿
元、乡村振兴、共同富裕……溪边是宝龙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健康
的家乡。为了改变乡亲的生活环境，许健康定向捐资1.25亿元
支持溪边的美丽乡村建设。

好题材，追！此后，我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完成了“旧村改
造”“村企合作”“教育发展”“文化传承”等近十篇不同主题的新

闻报道。
在一次次深入溪边采访的过程中，我一次次被“改变”感动

着。
曾住在“石头厝”的许老伯在领到独栋别墅钥匙时，激动得

不能自已；原本因疫情无法外出打工的小许，在村企合作项目收
获了稳定的工作，幸福感满满；能琴公园、溪边生态公园、书藏楼
美术馆让乡村旧貌换新颜……

最难忘的则是在专访许健康时，他说，“希望乡亲们在参与
新农村建设中，改变旧观念，树立新风尚，共同建设更加文明、富
裕、美好的新溪边。”这样的情怀与格局，让人无法不为之钦佩。

此后，我推出了一篇通讯，展示了许健康回馈家乡的赤诚情
怀，更揭示了“溪边实践”的借鉴意义。在领导的帮助和指导下，
这篇通讯几易其稿，每一次修改都有新的收获和积累。

记者，记着！我愿不忘初心，继续脚踏实地，做晋江城市发
展的见证者与记录者。

记者 王云霏

忽逢“桃花源”

有人说，记者永远在路上。2021年，历时近半
年，我走过了从业以来最难忘、最珍贵的一段路。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本报精心策
划了“永远跟党走”大型主题采访活动。福州、深圳、
广州、上海、南京、杭州、北京……从盛夏启程，到寒冬
收官，我有幸和采访组的领导、同事一路同行，奔赴全
国 10多个城市，与异地晋江商会乡贤沿着中国共产
党的红色足迹，重温革命历史和红色记忆，从中汲取
精神滋养和前行力量。

有些巧合的是，就在位于上海的中国共产党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正式开馆的前两天，
主题采访活动在纪念馆举行了启动仪式。此后，
嘉兴南湖、南京雨花石纪念馆、中国共产党早期

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从数不清的历史图片、
文件、文物资料和实物展示中，我一次次被感动
着、震撼着，也一次次被教育着、激励着。

百年初心历久弥坚，这种初心焕发的力量，也鼓
舞着“爱拼敢赢”的晋江商人抓住历史机遇，立足自
身优势，书写着属于晋江人的传奇。上个世纪七八
十年代，有人背着家乡的瓷砖到处闯荡，有人抓住机
遇融入当地城市建设；新时代下，他们依旧保持着敏
锐的商业嗅觉，既能踏踏实实做实业，也敢于积极拥
抱数字浪潮。这一次“红色之旅”，我采访报道了全
国各地的晋江商人奋进打拼的精彩故事，于自身亦
是受益良多。

受疫情影响，原本规划一两个月内完成的行程，
最终竟持续了半年之久。回望这一段历程，我何其有
幸，用脚步丈量城市，用文字记录发展。未来，我愿一
直在路上。

记者 王云霏

重温“光辉岁月”

2022年初，我从一名时政记者转为街镇记者，身份的转变
带来视角的不同。

在这个新的领域，我先从熟悉街镇开始。英林是我挂的第
一个镇，前一任挂口记者跟我说，英林是个充满惊喜的镇，每个
村都独具特色。

真正沉入其中，我才明白她说的那句话。三欧村通过修缮古
厝、建设微景观，人居环境焕然一新，更为后人留下美丽乡愁；钞
井村有一所专为高甲戏而“生”的柯星幼儿园，传承闽南优秀文
化、培育文化自信从娃娃抓起；湖尾村卫生所有一对医护夫妻，他
们是新晋江人，因当地人的淳朴热情选择扎根……我希望，随着
不断挖掘，能够将英林各个村熠熠生辉的一面呈现给大家。

今年3月，英林镇正式启动镇区改造项目，我有幸参与其中

的宣传报道。从业务角度讲，做好这类重大事件的宣传报道要
做好两方面：向上洞悉政策方针，向下倾听基层声音。于是，顾
不上春节假期，我急急赶往英林，与干部聊规划设计，走进街头
巷尾，听群众心声。

英林中心小学新校区项目是英林镇区更新改造项目“四中
心，一片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项目的顺利推进，标志着
更新改造项目迈出坚实的第一步。为打响第一炮，报社决定通
过微信推文、视频号、报纸专题报道全媒体矩阵，全方位、多角度
进行报道。而我主要负责专题，党政领导、校方领导、老师、学
生、普通群众，他们的现身说法，让专题内容丰富有层次，更具说
服力。

每一个记者都有自己的际遇与机缘，每一个记者也都在共
同记录着时代的风云变幻。无论是身为时政记者，还是街镇记
者，在采访报道中，都要时刻明晰自身平台的媒体属性，当好政
府与百姓的“连接器”。

记者 苏明明

当好“连接器”

动态新闻、专题报道，写趣味的微信推文、用小视频呈现活
动盛况……因为挂口晋江梧林传统村落这一文旅新地标，在报
道的内容、类型和形式上，都给了我很大的施展空间，报道的效
果也还不错。

作为本地纸媒记者，能见证梧林传统村落一步一个脚印的
蜕变，是我的幸事。

回顾过去一年，晋江梧林传统村落迎来许许多多标志性的
事件，比如获评国家3A级旅游景区，入选中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福建省金牌旅游村，又如成为世界记忆项目福建学术中心实践

基地等。
在这些荣誉加身的背后，是梧林传统村落“意南洋、醉闽南、家

国情”三条主题动线的日臻完善，是梧林文化沉淀和人文特色的不
断凸显，也是“体验式闽南侨文化度假目的地”逐步成熟的显现。

因为挂口，总是感觉莫名地亲近，梧林的点滴变化，都让我
感觉欣喜。一年来，我无数次探访梧林，紧跟梧林传统村落的发
展动态，对其以周末和假期为节点的系列主题活动，进行不同形
式的报道；对梧林的阶段性发展成果，进行深度呈现，并通过报
纸、微信、网站等平台，向市民和网友们展示了传统与新潮、恬静
与热闹、保护与发展的多彩梧林。

因为对梧林的特色如数家珍，每每有亲朋好友游览梧林时，
我也能当“半个讲解员”。

记者 许春

为传统村落添点彩

2021 年 5 月至 7 月，18 场世中运测试赛在晋江圆满举
办，为即将到来的世中运正赛打下了坚实基础。作为一线
体育记者，我和同事顶着骄阳与暴雨，在晋江各街镇和泉州
市区的赛场往返，见证了赛事的全过程，也见证了幕后团队
的辛苦。

2017年，晋江夺得第18届世中运的举办权。由此成为继上
海后，中国第二个举办该赛事的城市。而 18场测试赛的举行，
对办赛团队来说，是比赛前的一次“大练兵”；而对媒体团队来
说，也是一次难得的历练。

2021年5月，首个测试赛——游泳测试赛如期举行，采访前
的我有些忐忑，也有些紧张。不过，当在比赛中发现一个个亮
点、完成一次次采访，最终完成第一个赛事报道专版后，心中的
大石头总算落地。

在近两个月的比赛报道中，为了全面完整地记录赛事，为读
者呈现及时精彩的赛事报道，我们做了多个报道计划，兵分多路
扎根赛事场馆，见证了运动员的拼搏、志愿者的付出、裁判员的
执裁，以及幕后工作人员的坚守。相关报道也得到了国际中体
联主席劳伦特·佩楚卡的肯定和点赞。

其实，对于我来说，每一次采访都是新鲜的，每一次采访都
是对自己的历练，希望能在历练中继续成长，记录更多美好。

记者 刘泽宇

一次“大练兵”

作为教育口的记者，同时是一年级学生的家长，去年，“双
减”政策重磅来袭时，本人处于既“减负”（作为家长）又“增量（工
作量）”的状态。

晋江实施“双减”，这一路，我是见证者，也是记录者。双减
“清单”、课后延时服务收费……每一条与之相关的消息，我都紧
紧把握。那段时间，与教育局也形成了默契，有新动态，他们都
会第一时间告知我，由本报首发。

在享受大家对我的高效率点赞之时，殊不知，我也曾一度遇
到瓶颈。一开始，我把更多的笔墨放在学生、家长身上。偶然
间，一次与一位小学校长的对话，“点醒”了我。聊天中，谈及学
校落实“双减”情况，校长向我分享了学校老师的一张时间表。
早上七点多到校，晚上六七点才能回家，整整12个小时“在线”。

那一刻，我醍醐灌顶，我的报道视角似乎过于“局限”
了，与“双减”息息相关的，不只学生、家长，老师也是主
角。你看，这就是记者，看似很平常的几句闲聊，是可以拓
宽思路的。

我开始去观察、了解“双减”背景下老师的一天。从中，我看
到了老师的教学因为“双减”而做了很多的调整，包括备课、作业
设计、课堂内容等。从日出到日暮，他们的辛苦与付出，是很多
人不曾真正感受到的。

幸运的是，我有报社这个平台，让我能发挥所长，把这些幕
后写成报道，把晋江教育人的故事讲给大家听。随着报道内容
的逐渐丰富，宣传渠道的拓宽，读者对“双减”的了解更全面，晋
江也多次上榜教育部“双减”典型案例。

“双减”路漫漫，教育记者常相伴。我时刻告诉自己，未来的
记者生涯，要不断前行，走近教育，用心做新闻。

记者 蔡红亮

“双减”路漫漫 教育记者常相伴

去年晋江两会，跑现场的任务落到我肩上。这意
味着我不仅要兼顾日常新闻的“输出”，还要制作“主
播访谈”系列视频。透过镜头，我们和读者网友一同
享受了全新的两会视觉大餐；而镜头背后，是看不见
的汗水和崩溃……

五天六夜，三点一线，我每天都在报社、戏剧中
心、党校会场之间来回奔波。老天爷不给面子，五
天连下四天雨。为了方便拍摄，我选择骑“小电
驴”跑会场，一个三脚架、一台摄像机、一台单反相
机，人还没有上车，“小电驴”的车胎就已经有点扁
了。在湿冷的环境下，我没办法打伞拍摄，头发湿
了干，干了又湿，于是“油头萱”成为我两会期间的
外号。

回想第一天去现场，电视台男摄像的“人高马
大”，和我的“娇小身躯”形成鲜明对比。这让我有点
紧张，最直接的生理反应就是出手汗，握稳定器的手
一直打滑。我给自己暗暗打气：“冲就完事儿！”事实
证明，只要信念足够坚定，结果都不会让人失望。

在“主播访谈”系列视频拍摄中，我印象最深的是
片头拍摄。拍摄前早已构思好方案的我，到了现场还
是乱了阵脚。片头制作代表的是报社形象，现场沟通
难、拍摄难，让所有人满意难，无形中我的压力大了不
少。

计划赶不上变化是常态。在高压的工作环境下，
各种突发的指令，需要整个团队争分夺秒、集思广
益。我常在路上接到通知，“在哪？要补录镜头！赶
紧来！”我当即掉头，一句“马上！”是我给团队的承诺。

经历了这次的两会“快”时光，我想向所有人呐
喊：女摄像也可以跑得比男摄像快！

摄像 刘紫萱

我的两会“快”时光

作为一名全媒体小编，对10万+阅读量都有点执念，但没有
哪个10万+是从天而降的。每每找不出原创选题时，那种焦虑能
让人抓狂；推送后粉丝反响不尽如人意，压力也是挠心挠肺的
……幸运的是，我们的付出没有石沉大海——后台粉丝一天一天
增加，一篇篇10万+推文诞生，原来，每一份努力都会有收获。

让我最为难忘及感动的是，2021年8月1日，晋江上演了全
城爱心转发接力！这是一场粉丝和媒体聚力守护的“双向奔
赴”。我们联合晋江市教育局、晋江市长专线策划的“暑假防溺
水安全警示”条漫“霸屏”朋友圈。发布首日，就有超过 10万市

民积极转发参与接力，传播防溺水安全知识，共同守护孩子的暑
期安全。

谈起动态条漫，这是一次全新的尝试。“今天又看到外省有
3名小孩溺水”“昨天也才刚发生一起”……每每到暑期，总能听
到身边有人谈论起各种溺水事件，着实让人痛心。也深知作为
媒体人要做好宣传，出一份力。

“有趣”“生动”“新颖”，才能引起师生家长重视。我们决定
用最受孩子喜欢的条漫进行宣传。画图制作，我们边学边干，虽
然稚嫩，但我们毕竟迈出了第一步！

我清楚地知道，每一个10万+阅读量的背后，都是我们公众
号粉丝的认可，带着这份荣誉和使命，我将继续前行，用“微”传
播更多正能量。

小编 颜雅

“双向奔赴”的爱心接力

追星的朋友对这个词一定不陌生，“粉头”的意思
就是明星粉丝群体里的“老大”。而我就是咱晋江经
济报粉丝群体里的“粉头”。

事情还要从晋江申办世中运说起。彼时，晋江
体育运动氛围逐渐浓厚，作为本报的新媒体运营小
编，这样的热度亮点自然不容错过。从申办成功到
体育场馆建设再到测试赛举办，每一次世中运的关
键节点都引发无数晋江人的关注，其中也包括本报
的许多粉丝。

印象最深的是去年世中运测试赛期间，恰逢本报
创刊 15周年，本报组织世中运粉丝亲子团到现场观
赛。当时征集活动一发布，就获得了许多粉丝读者的

追捧，不到半天时间，两个微信群就涌进了近700人。
四场游泳测试赛场场“满勤”，近 400名粉丝为

各路健儿加油助威，在现场感受了浓浓的比赛氛
围。“无论是场馆建设、后勤安保，还是比赛团队、裁
判团队，都让我感受到了咱晋江的进步和潜力。”

“新晋江人”徐先生点赞道，晋江的城市建设越来越
好，特别是这几年在筹办世中运的过程中，城市面貌
发生了很大变化。

近两年来，跟随着晋江与世中运的脚步，本报的
粉丝群体也因为一场场大大小小的活动越来越壮大，
目前活跃着的粉丝微信群有近二十个。而我作为这
些微信粉丝群的创建和运营者，身上的使命感和自豪
感也越来越强烈。

欢迎您来加入本报粉丝团，参与更多的晋江大小
事，让晋江的明天更美好。

小编 林宜男

我是晋江经济报的“粉头”

一段70多年前的革命往事，在新时代“走红”了。
2021年，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本

报推出“百年党史 晋江故事”专栏。其中，我与同事
曾舟萍共同合作采写的《百两黄金有借还 历史佳话
永相传》报道，引发了广泛关注。

时间回到 1948年，泉州地下党主要领导人之一
许集美，为迎接解放军入闽筹集资金，向草庵广空法
师借了百两黄金。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国家处于困难
时期，但共产党人信守承诺，如数向广空法师归还了
借款。

为了还原当时历史事件的原貌，我们到故事的
发生地罗山街道苏内社区深入采访。这个当年贫困
的革命老区村，如今“变身”为炙手可热的科创新
区。当年广空法师需要筹集款项修缮的小寺庙——

草庵，如今是“国保”单位、世遗泉州遗产点之一，是
市民健身休闲的绿色生态公园。当年知情的那几个
十多岁毛头小子，如今都已耄耋之年，他们舒适的晚
年生活，与年轻时冒着生命危险把风放哨，形成了鲜
明的对比。

采访中的这些所见所闻，让我们思索着：晋江一
个红色故事发生地的百年沧桑巨变，不正是中国共产
党成立百年以来所取得伟大成就的一个缩影吗？

就在我们报道之后，草庵百两黄金借还记这一革
命往事也引起了晋江文艺界的关注。晋江市高甲柯
派表演艺术中心将这一故事改编成红色高甲剧目《许
书记借金记》搬上舞台。该剧从晋江演到福州，从剧
场演出到线上展播，广受戏迷们的喜爱与好评。我们
在跟踪报道中发现，演员与观众还有不少是年轻人，
这也意味着这一革命往事至今仍有着鲜活的生命力。

历久弥新的“黄金借还记”，历久弥新的共产党人
初心和使命。

记者 董瑞婷

历久弥新的“黄金借还记”

2021年 2月 9日，再过两天就是除夕，而我还在
报社编写《晋江企业“云春晚”正月初一隆重亮相》的
稿件，犹记得当时的“蓬头垢面”，要过年了，发型没时
间做，衣服也来不及买，肚子里还有一个 4个月大的

“小人”。这还不算完，大年初一一大早，我又开始沟
通公众号推文的事宜……

正月初一至初三，属于新晋江人的“留晋过大年
企业云春晚”通过央视移动网、东南网等平台播出。
这场企业云春晚还在全国超20个省份的官方新闻门
户网站展播，同步覆盖包括菲律宾、印尼等海外侨胞
比较集中的地区，让广大晋江侨胞也能感受到家乡的
温情。

不到两周的时间，这场百万传播级别的云春晚完
美落幕。

因为新冠疫情，在国家倡议广大务工人员留在工
作地过年的大背景下，为了让新晋江人过个温馨年，
本报与晋江市总工会、东南网共同策划了一场“云春
晚”。临近春节，时间紧迫，为了尽快征集好节目，我

一方面与总工会沟通节目征集的方式方法，一方面积
极联系录制场地。为了保持活动的热度，我还与报社
新媒体沟通推文制作及节目播放平台端口对接；同时
还要与东南网对接机器人AI串词。

在不到两周的时间里，策划制作完成一场云春
晚，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在那段时间里，熬夜是常
态。压力下，整个人时刻紧绷着，就怕哪个环节掉链
子。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大量的沟通、及时的反馈、
强大的执行力，以及报社领导、同事、相关单位的鼎
力支持。

感恩遇见、感谢所有，期待与伙伴们奔赴下一场
考验。

记者 曾小凤

两周办成一场“春晚”

记
者
？
记
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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