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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我作为时政记者的第8个年头。
在报社稿库系统输入“蔡斯洵”，跳出了超

2400篇稿件和近百个专版。8年，从一个“时政小
白”一路升级，如今也算是个“老时政”。

“765”“13137”“1+6”……一组组数字密码，蕴
含的是晋江发展的行动指南、定位方向，是市委、
市政府的战略举措、重要抓手，是晋江的过去、当
下与未来。作为一个行走的“时政数据库”，每一
个数字背后的含义，自然得“门儿清”。

这8年，我走遍晋江的市管公园和各条流域，
评判一条河流，再也不仅仅停留在感官上，“COD、
氨氮、总磷是否超标？”“中水回用的出水水质能否
达到一级A标准？”从“看热闹”到“看门道”，是一
个时政记者的基本素养。

时政与民生息息相关。今年第 5号台风“杜
苏芮”，是有气象记录以来正面袭击晋江的最强
台风。作为挂口市委的记者，我目睹了惊心动魄

的 72小时。15次会商会议、20次专题部署、
17次实时调度……凌晨 4点的晋江市应急指
挥中心依然灯火通明，指挥部领导不断与 19
个镇街和经济开发区实时会商部署。全市
自上而下攥指成拳、决战决胜，实现“零事
故，零亡人”。

台风过后，我写了一篇题为《风雨之中
见真情》的晋江防抗 5号台风“杜苏芮”纪
实，获得人民日报转载，阅读量突破 110
万。作为时政记者，因为参与其中，更能感
受到晋江干群之间的浓浓情意，采访之中

“见真情”，文稿自然“见真情”。
8年，一步一脚印地丈量和积累，所听

所看所想的一点一滴，汇聚成报纸上的一
字一句。行走的“时政数据库”还在不断
充盈、不断更新，看见晋江、记录晋江。

时政新闻部 蔡斯洵

“氮气发泡和传统发泡有什么优势？”“业
绩增长，但利润下滑，背后原因有哪些？”“面对
字节跳动这样的世界级企业，传统制造企业有
什么可以学的？”……这些，是过去一年里，记
录在手机、采访本、脑子中的成百上千个采访
问题中的一点点。

有意思的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采
访对象开始反过来问我问题——“你觉得安踏
在成长过程中有什么经验教训，是我们这种体
量的企业可以学习的？”“这两家龙头企业之间
有什么不同，背后的本质是什么？”“新兴产业
不会挤占现有优势产业资源吗？”……

如果放在以前，大部分问题我定是答不
上来。但如今，我也可以说出个子丑寅卯。
关键在于汲取和积累。毕竟，采访生涯七八
年，仅微信通讯录里的采访对象就超过 1500

人。而在大多数人身上，我获取了几乎是
最新的资讯，也有关于同一事物的多个角
度的观点，这些都成为我对外表达观点的
依据所在。

不觉间，我成了大家口中的半个“专
家”。我听着高兴，也时常惶恐——高兴
自己能力得到认可；惶恐时间过得真快、
变化真大，惶恐自己失之偏颇、思想落
后。于是，我立马告诫自己，保持好奇心
和开放的心态，人会有犯错的时候，但更
重要的是，从中找到进步的机会。

站在当下，如何继续向前进步？我想
到了大学时新闻评论课教授传递的朴素
理念：日日新，日日精，则日日进。与诸
位共勉。

产业财经部 柯国笠

随着晋江生态环境越来越好，各种珍
稀鸟类也越来越多选择到晋江栖息、繁
殖、越冬、安居。于是，这些鸟儿的美照也
一次次地被我捕捉，并登上报纸的版面。

有着近 20年工作经历的我，在摄影
记者的行当里，算是一个标准的“老炮”。
不过，刚开始拍摄这些鸟儿时，我可是一
个不折不扣的“菜鸟”。

拍鸟在摄影中又叫“打鸟”。除了要
带上笨重的拍摄设备，还需要很好的耐心
和扎实的摄影技巧。当然，更重要的，是
要对各种鸟类了然于心。

为了拍好鸟儿，我开始不断学习有
关鸟类的各种信息。如果有人问我，一
年中几月份栗喉蜂虎会来，九十九溪田
园风光的小天鹅、彩鹮还在吗，围头海边
的遗鸥、勺嘴鹬、中华凤头燕鸥及泉州湾
河口湿地上的白琵鹭近况如何，我都能
跟你说道说道。

今年 8月 15日是首个全国生态日，
本报提前策划了一个汇聚各种珍稀鸟类
的专版。于是，从紫帽山上到深沪和金
井海边，都有我一路追随鸟类踪迹的身
影。有一次，在泉州湾河口湿地，为了
拍摄东方白鹳和黑琵鹭，我从上午退潮
等到下午涨潮，为了不惊着鸟儿，只能
在烈日下的滩涂上静静蹲守。等拍摄
完毕，我才发现，防水用的水裤已经积
下一大摊汗水，甚至还有几只滩涂中
的跳跳鱼跑了进来。在金井围头拍摄
遗鸥、勺嘴鹬和中华凤头燕鸥时，我
不仅要忍受长时间的海水浸泡，还要
克服晕船和其他各种不适……

虽然辛苦，但每每看到我们向
读者呈现的《百鸟朝晋》大连版时，
我都不禁感慨：“终究是没有错付
了自己。”

全媒体编辑中心 秦越

从山脚到山顶，再从山顶回到山脚，小记者
花了一两个小时。他们沉浸式登高的背后，是
本报记者无数次的踩点、完善方案、敲定细节。
孩子们往上攀登的每一个台阶，都由我们用满满
诚意铺就。

小记者登高活动在 6月举行，而我们的筹备
工作早在 4月就已开始。有别于其他登高活动，
这是一场我们为毕业班小记者量身定做的“诚意
产品”。

怎么让孩子们感受到这场活动的非同一
般？我和同事展开了多次头脑风暴。在一次次的
碰撞中，一个个“金点子”冒了出来——我们精心
制作了邀请函，送到每个六年级小记者手中。孩
子们收到邀请函时的那份欣喜令人难忘。活动当
天，我们给每位六年级小记者定制了专属臂贴，一

眼便可识别他们的身份。当然，活动的内容也
是精心设计的，各种互动小游戏让小记者们感
受到了无限快乐。

除了和同事商讨活动事宜，我还有一大任
务——采访，包括当天活动的推文、视频号文案
及隔天见报的主消息、花絮等，采写任务繁重，
压力自然也大。对了，登高那天，我还见缝插
针，配合全媒体编辑中心的同事进行现场直播，
一边爬山，一边与后方小编保持联系，确保直播
顺利进行。

小记者总团成立12年，我们为小记者量身
定做了一场又一场圆满且诚意满满的活动。今
后，我们将继续努力，用心去策划开展每一场
活动，服务更多小记者。

小记者教育部 蔡红亮

为小记者量身定做毕业礼

打造多场十多家金融机构共同参与的走基
层进社区活动，难吗？

难！
这样的金融盛事连续举办十三年，从未间

断，难吗？
很难，很难！
今年 9月举办的第十三届金融理财节，便是

我口中这样一个“很有难度”的活动。它的“难”，
主要“难”在创新、“难”在延续性上。

作为金融理财节的策划者和执行者，今年 7
月，在金融理财节筹备之时，我就在思考：来到第
13个年头的金融理财节，该有哪些变化，才能更加
出彩、更有效果？但彼时，过往的固有想法让我难
以突破，撞上了思维定式的“墙”。

怎么办？那就先走出去！我先与人民银行、银
保监管组等联合主办单位沟通传播要点，后与金融
机构探讨新的宣传需求，思路也渐渐清晰起来。经

过与团队小伙伴的不断完善，我们制定出了一份与
往年相比更具新意的活动方案。

今年，我在场次选择上有所增加，选择了五店
市、安平桥、吾悦广场和华泰小区等人流量较大的地
点作为金融服务走基层的“落脚点”。在宣传上，我
也不断思考更具传播力的方式向大众普及金融知
识：推出金融理财节活动特刊、制作线上答题“抢红
包”小程序、开设“理财课堂”专栏、拍摄金融知识普
及视频、推选金融典范机构……一系列的动作，让我
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连轴转，一刻不敢停歇。

好在各个环节充实而圆满，延续了十三年的晋
江金融盛事依旧得到了广泛认可。

多年来，我有幸参与其中，亲眼见证了金融理
财节的成长。我更加期许，这趟“金融普及之旅”
还能有无数个“十三年”，让金融知识真正走进千
家万户。

专刊部 陈荣汉

晋江经济报社是历届晋马的承办单
位。作为报社一员，我有幸从 2016 年到
2019年，全程参与四届晋马的筹备工作，亲
历了晋马从闪亮登场到获评金牌赛事的荣耀
历程。

有别于日常的体育新闻报道，“马拉松赛
筹备人员”这个身份对我而言是一个全新的
体验。从最初对马拉松赛事的一头雾水，到如
今对各板块工作都心里有底，和晋马共同走过
的 4年，对我而言是历练，更是成长。今年，晋
马归来，这意味着我“马拉松赛筹备人员”的身
份也随之重启。

晋马回归视频文案创作、报名宣传、协调会
文件和会议纪要、发布会宣传、志愿者和“兔子”
招募对接、组委会名单整理……这段时间以来，我
一边忙着日常采编工作，一边参与晋马筹备工作，
时间仿佛回到了3年前。

马拉松赛事规模大、赛道长、专业性强，筹
备工作复杂而繁重。一个人的力量微薄，但集
体的力量不可估量。在马拉松赛办公室，我有
一群并肩做伴的报社小伙伴，有跑时政、教育的
记者，有平常负责广告业务、资产运营的同事，
尽管大家的日常工作内容和马拉松赛八竿子打
不着，但每个人都全身心投入，尽力将筹备工
作做实做细。办好马拉松、当好东道主，是报
社上下共同的目标和决心。

顶着烈日走了无数遍赛道；每天都有接
不完的咨询电话；报社和马办两头跑；对接各
方信息，整理大量数据……在全体参与人员
的共同努力下，本届晋马自启动以来，人气节
节攀升。届时，必将又是一场精彩纷呈的城
市嘉年华。

12月3日，我在“最美赛道”等你！
时政新闻部 李诗怡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晋江人，入职 17年
来，“台风”这个词犹如“老朋友”一般，会在每
年的 7月—9月出现在我的采访计划和工作手
记里，以至于家人对于我逆行“追风”早已司空
见惯。

“怎么每次都有你？你追台风，可比当年追
我勤快专一多了。”对于台风，老婆更是有一种

“原配碰小三”的嫉恨。当然，抱怨归抱怨，她也
知道“追风”需要有“分量”的人才安全，而我在
报社就是分量（200 斤）排前三的人。我不去，
谁去？

今年 7月，超强台风“杜苏芮”来袭。虽然
不再挂口晋南的街镇，但还是没能避免地踏上
了又一次“追风”之路。或许，这也是报社在台
风到来时，派人出击的一种“肌肉记忆”吧。

速干 T恤、短裤、大拖鞋是我“追风”的标
配。与一些同行经常穿分体雨衣、套头雨衣不
同，我追风的时候很少带雨具。为什么？因为
穿什么都一样，反正最后都是一身湿。大风大
雨里，雨具除了添麻烦外，没有任何实际作用。
特别是雨鞋，面对狂风暴雨，马上会变成一个灌
满水的“水桶”，严重影响行走。

杜鹃、尼伯特、莫兰蒂……这些年，已经
记不清楚追了多少个台风，有正面登陆的，有
临时拐弯的，有打道回府的……记忆最深的
还是今年的“杜苏芮”。这是我第一次在台风
登陆当天没有出去“追风”。因为，这一次风
雨真的超大，即便是最有分量的我，也被“保
护”起来了。

街镇新闻部 蔡培仁

“追风”这事，我熟！

7月28日5时，今年第5号台风“杜苏芮”改
变风向，直扑晋江。

“7时 20分出发东石！准备台风直播！”早
上7时07分，因为家离报社最近，我自然成为执
行这一紧急任务的首选。考虑到安全问题，我
和小伙伴们提前一小时出发，没想到，却成为当
天唯一抵达“前线”的一组记者。平时听着《孤
勇者》，今天真成了“孤勇者”。

一路上，摇摇欲坠的枝干、连根拔起的树
木、倒下的广告牌……目之所及，都在不断加剧
我的紧张和担忧。

在距离侨声中学安置点不到 100米的地
方，道路被倒下的树挡住，车辆无法通行。同行
的记者和我对视了一眼，“冲不冲？再犹豫，等
会儿就真过不去了！”

容不得丝毫犹豫，我当即决定跟着同事一

起跑到安置点。短短几十米的路程，风雨交加，
小跑的过程中，我的口鼻被迎面而来的大风堵
住，完全没办法正常呼吸。

离安置点最后几步路，风力再次加强，此时
的我只能勉力扶着墙壁，一步都迈不出去，像是
被台风狠狠地按在墙上扇了几个耳光。同事回
头见我没跟上，一手拉住安置点的大门，一手拉
了我一把，这才安全到达安置点。

“现场情况怎样？素材要及时传回！”“时间
紧迫，后方都等着你的素材！”脚刚站稳，我就收
到工作群领导和同事的疯狂“轰炸”。当然，大
家也都不忘叮嘱我们注意安全。

作为唯一去现场的摄像记者，前方有互帮
互助的同事，后方有一大批在等着我的兄弟姐
妹，我，并不孤单。

全媒体编辑中心 刘紫萱

勇者，并不孤独

今年 5月，我完成了从编辑到记者角色的
转换，开启一名街镇新闻记者的新生活。

跑街镇，顾名思义，就是要“身入”街镇、“心
到”街镇，才能获得最鲜活的素材。

6月 7日，英林镇锦江村 47名乡贤返乡参
加“乡村促振兴”项目集体竣工仪式。5个竣工
项目中，我对看起来不太起眼的“报恩桥”项目
情有独钟。

不能浪费这个好题材！我和同事金植一早
从市区自驾直奔锦江村。在做足前期准备的基
础上，我们抓住报恩桥竣工的特殊时刻，采访报
恩桥捐建者，为大家揭开“两座桥、两代人反哺

家乡”的感人故事。
有关报恩桥的报道，先后在视频号、微信公

众号、报纸版面等媒介上刊播，取得“一题多解”
的全方位宣传效果，获得广泛好评。

回想带着浓重地瓜腔的播报出炉的过
程，实属不易——视频文案前后改了四稿，
拍摄历经 2 个多小时，从剪辑、配乐和构图
等都精心设计，有的画面前后录了五六次。

总结经验，我想最重要的是“坚持”二字，坚
持把一个题材做好、做透、做彻底，就会有更多
好故事、好新闻。

街镇新闻部 王昆火

“身入”街镇“心到”街镇

曾经，一支笔、一本采访本，就是我出
门采访的全部“装备”。现在，手机、话筒、
相机也成了必不可少的采访工具。如今
的我，正努力向一名能写、能导、能出镜的
全媒体记者转型。

回看今年的几次出镜，印象最深的还
是今年第 5号台风“杜苏芮”登陆前的直
播采访。

当时我了解到，池店镇唐厝村、池店
村均有新晋江人被转移到安置点，村里对
于安置人员的照顾也颇为周到。我及时
向报社领导进行了汇报。

“很好！链接报社直播，出镜报道！”

听到这一任务时，我脑子当即有些卡顿，
“啊？直播？”“对，和直播室对接！”

放下手机，我惴惴不安。虽然出过
镜，但直播还是头一次。万一嘴瓢说错了
怎么办？万一采访对象离题怎么办？一
时间，仿佛有一万个“万一”闪过脑子。

可是时间紧迫，没有时间让我反复思
虑。我一边联系同事，一边向村委会提前
了解情况，并在手机备忘录中列出几个采
访要点，随即赶往唐厝村。在那里，我表
面镇定，内心却战战兢兢地完成了人生中
第一场直播。

街镇新闻部 曾舟萍

人生中第一场直播

9月 9日，海丝艺术季——“符码演映：
数字织造的路径”艺术展在利郎艺术中心
开幕，一场前所未有的数字艺术盛宴在晋
江登场。而我，也将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
挑战……

“这是晋江首次举办这么高规格、现代化
的展览。报社要准备好基础内容。”“活动当
天头版要见报一条综合性大稿，你着手写
下。”“艺术展怎么看，你出镜做个解说，为市
民提供一个思路。”“活动的主持稿能不能帮
忙写下？”……9月 5日，开展时间愈加临近，
任务也越来越重。

“安安好像发烧了，要不要送去医院看
看？”9月 6日，刚带着孩子从医院回到家里，
手上的任务还没完成，焦虑的情绪蔓延开来，
不得不转为居家办公。一手抱小孩，一手打
字；把孩子哄睡，偷偷打开电脑干活……稳
住，我能行！

9月7日，交稿、定稿。
9月8日，活动预热启动。推文、短视频

轮番登场。
9月 9日，本报头版刊发《数字艺术 时

尚邀约——文化赋能城市创新发展的“晋
江之路”》。《国际大展！今天晋江上演》《前
所未有！正式开幕》推文第一时间发出。

“Hello~Hello~爱美的朋友有福啦！”活动现
场，顺利完成出镜播报。

“老婆，许个愿吧。”9月9日晚，在家人的
陪伴中，点燃生日蜡烛。紧张忙碌的一周画
下圆满句号。

人，逼一逼，总有无限可能。融媒体时代
下，记者不仅要会采、会写，还要能说、能出
镜，满足各个渠道的立体传播需求。更重要
的是，除了业务能力外，还要具备抗压性。无
论时间多么仓促，我们，都要顶得住！

产业财经部 施珊妹

被逼出来的无限可能

上一次紧张到睡不好、吃不下，还是 8年
前的结婚前夕。这一次，我从幕后走到了台
前，担任晋江经济报《家庭会客厅》直播间的主
持人。

在选定特邀嘉宾、确定首期主题、反复更改
采访提纲、拍摄外景VCR后，我被告知播出形式
将由录播改为直播。听到这个消息后，我的表情
是懵的，内心甚至是拒绝的。对于未知的恐惧和
不确定性，让我原本平静的心坐起了过山车。

经历了抗拒、紧张、不安等过程后，我决定
直面恐惧、克服困难，挑战首次直播出镜的任
务。为了避免直播期间卡顿、忘词，我抓住每个
可以背稿的机会：开车时大声背稿，哄娃睡觉
时心里默念稿子，刷牙洗脸时不忘对着镜子做
表情管理，半睡半醒时还在背稿子，甚至一闭

上眼睛，主持稿便会自动在脑海中过一遍。
“3、2、1，开始！”当导播间的同事对我做出

“开播”的手势，聚光灯打在我和特邀嘉宾的身
上，我深吸一口气、面带笑容地开场，把每句话
说清楚，并努力做到和嘉宾自然互动，尽量把现
场的氛围感拉满。紧凑的20分钟终于过去，看
到导播间的同事们长舒一口气，我知道，我不是
一个人在战斗。

身处融媒体时代，我们面临着更多的挑战，
也得到了更多学习的机会。做主持、写文案、拍
视频、做策划、组织活动……甚至，我还尝试做
幼儿园讲台上的宣讲员。感恩每种经历和遇
见。我始终相信：打不倒我的，终将成就那个更
好的我。

专刊部 张清清

“聚光灯”下的记者时光

今年晋马充分体现“海丝”特色，增设
了“侨商跑团”，特邀海外乡亲、港澳台乡
亲及异地商会成员参加。从 9月底开始，
我便开始邀约海内外乡亲参加晋马、宣传
晋马。

在晋马发布会举办前，我到珠海出差，
正好碰上许多海内外乡亲参加——这正是
宣传晋马的好时机！我提前打印了一些
文案，在参会名单中预选了几位代表人
士，并做了充足准备。开会当天，会议流
程很紧凑，我只能见缝插针地邀约乡亲
进行拍摄。因为现场人多，“定位”很难，
常常一转眼，要找的人就不见了。为此，
我只能采用“盯梢”大法，在乡亲起身接
打电话，甚至去洗手间的路上紧随其
后，寻找合适时机沟通。最终，这组视
频集结了众多乡亲为晋马加油喝彩，取

得了较好的传播效果。后来，素材还被剪辑成了
梯视版，每次乘坐电梯时，我都想再多看一会儿。

更大的挑战则是发动海内外乡亲参赛并帮
助他们报名。在一次次沟通对接中，我化身为
24小时待机的“国际客服”。“我们只有四五个
人，能组成跑团吗？”“邀请码无效怎么办？”“我们
要预订酒店，可以提供酒店英文名吗？”“厦门机
场到晋江要多久？”“签证时间有点紧迫，会不会
赶不上？”……无论凌晨、午间还是深夜，层出不
穷的问题不断袭来。我感受到的，是乡亲们对于
晋马跨越时差的热忱和支持。虽然疲累，但我仍
然顶着“熊猫眼”，在乡亲和组委会之间不断沟通
着，力求服务好每一位乡亲。

陆陆续续地，一个个跑团集结完毕，我感到
无比欣慰，也期待“侨商跑团”成为今年晋马赛场
上的一道靓丽风景。

产业财经部 王云霏

74天时间，从“0”到“360628”，2023
“夏日送清凉 请喝一瓶水”公益行动在
这个夏天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
然而，在刚开始策划和对接今年的公益
行动时，我对能筹集到的爱心水的数
量，心里是没底的。直至看着爱心水逐
渐塞满晋江报业大厦一楼大厅，我第一
次具象地感受到什么叫作“爱如流水，
涓涓不息”。

印象最深的是本报“一个转发送一
瓶水”的微信一推出，我的手机立刻就
“火”了起来——咨询电话不断涌入，
“你好，我想捐 240瓶可以吗？”“这次
活 动 对 捐 赠 的 数 量 有 什 么 要 求
吗？”……聆听着电话那头小心翼翼
的爱的表达，我尽可能做到“安排妥

当”，让这场爱的接力不掉棒。于是，我告诉
大家：“爱不分数量，一瓶也是爱的表达。”

随后，一场长达 74天的爱心接力在晋
江这座充满爱的城市传播开来。我的工作，
是一边联系爱心人士，张罗如何接收一批批
爱心水，并在每天更新“爱心榜单”；一边组
织好工作人员，安排爱心水的存放和记录。
看着一箱箱爱心水送往各个爱心赠水点，爱
心水堆积如山的大厅渐渐又恢复了往日的
空旷，我的内心满是欣喜。

39℃的高温下，感受到了 100分的爱。
亲历2023“夏日送清凉 请喝一瓶水”公益行
动的我，有幸见证了这场数十万人的爱心接
力。很荣幸为高温下的劳动者带来一丝夏
日的清凉，让晋江这座宜居小城爱意满满。

广告部 叶婷婷

39℃的晋江 100分的爱

今年第 5号超强台风“杜苏芮”来
势汹汹。本报全媒体演播室第一时
间形成直播团队，在微信视频号中开
通“防抗台风‘杜苏芮’”直播。直到
现在，我也不敢想象，这次直播居然
持续了 72+小时。

“台风越来越近，距离泉州不到
550公里！”7月 27日上午 8点多，泉
州市防指启动防台风Ⅰ级应急响
应。本报第一时间布置安排，仅用
5分钟就拉起了一个“台风一线直
播”的微信群，迅速集结 36名记者
深入一线采访，实时连线播报。而
在报社演播室里，作为主播的我
也迅速进入直播状态，用最快的
速度把自己收拾好。别上麦克风

的那一刻，我怎么也没想到，这个麦克风
竟然一别就是8个小时。

前方记者分派 8路 4个固定机位多
个移动机位从现场发回最新资讯，主播
和导播在演播室内随时待命，一有消息
就开机播报。这次直播是本报演播室
大屏的直播初尝试，本报主播在大屏前
和记者实时连线对话，其中最长的一次
连线持续了 12分钟。演播室的大屏和
我腰间别着的麦克风，陪着我一起坚持
了下来。每场播报的空隙，我都赶紧喝
口水，调整播报文字逻辑，为下一个播
报做准备。我和导播开玩笑说，这就像
超长待机的手机一样——“充电 5 分
钟，通话2小时”。

全媒体编辑中心 林宜男

充电5分钟 通话2小时

“老时政”的基本素养

日日新 日日精 日日进

“老炮”“打鸟”记
走“心”才能走“新”

我在“最美赛道”等你 24小时待机的“国际客服”

我们是这样的一群人：凭着多年采访经验，很多人练就了独特的“肌肉记忆”，成为各自领域“行走的数据库”；在报社主办的一场又一场特色活动中，
“跨界”好手以全能的表现展现“东道主”的能力与风采；在众多重大策划、活动的背后，我们又变身24小时待机的Chat GPT，在读者需要我们的时候及时
出现……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记者节。本报推出特别策划，展示不同角色下新闻工作者的工作状态，带你认识不一样的“我们”。

数据库 孤勇者东道主 多面手 Chat GP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