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当下，要做到怎样才算一个合格的

产经记者？现在的产经记者能够做什么？

对于这些问题，不同的人看法不同。但在

看完下面这两个片段之后，或许能够丰满

大家脑海中原本模糊的产经记者形象。

第一个片段，是关于一场公益行动。

2023年 8月，超强台风“杜苏芮”一路

携“水”北上，给华北、东北带去极端强降

水天气，河北涿州更是成了重灾区。

2023年8月4日下午，报社领导紧急召

集产业财经部商议：我们能为涿州做什么？

对！联合晋江企业，给受灾群众送去

最紧急的食品、饮用水等物资！

一声令下，部门同事分头行动：跑食

品企业的蔡明宣、刘宁紧急联系挂口企

业，筹集物资，两天时间内筹集了货值超

200万元的水、面包、罐头、湿巾等数十类

灾区急需用品；重感冒还未完全恢复的柯

国笠、张晋福两位男同事，打包好行囊，带

上采访装备，一路辗转，直奔受灾地区采

访；后方的小伙伴也没闲着，通过各种途

径，与涿州取得联系，协调物流配送、接收

等各项事宜。2023年8月10日，晋江爱心

企业捐赠的物资送抵受灾群众手中，为这

场公益行动画上圆满句号。

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采访过

程中的一个小细节或许能够给出答案。

2023年 8月 9日，在涿州受灾群众安

置区，来自晋江的爱心货车缓缓驶入，满

载的货物引发围观——

“晋江在哪里？”
“在福建。”
“那可远着呢，2000多公里呀！”

“可不是呢！要不说晋江人有心啊！”

或许，来自灾区群众这样朴实的话

语，正是对晋江企业与企业家的最大褒

奖，也是对组织这场公益活动的我们，最

大的鼓励。
第二个片段，是关于一场企业家与高

校学生之间的对话。
2023年11月3日上午，福州大学晋江

校区大礼堂，500名福大学子与有着“头

狼”之称的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周少雄，来了一场关于创业、关于

梦想的对话。
“失败了，大不了我回来卖面线糊。”“假

设你现在的工资不高，只要你有本事，未来

一定会有一家竞争对手用更高的薪水挖你，

那便是最好的经验套现。”“晋江企业家暗自

较劲，但不互相拆台。”……讲坛中，学生们

听得认真，问得直接，周少雄答得精彩。

这是由本报联合福州大学晋江校区

等单位一起发起的“天下晋江人”讲坛。

做这个讲坛，我们的初衷很单纯：种下一

颗种子，一颗企业家精神代际传承的种

子。让“晋江经验”的亲历者以现身说法

的形式，与青年一代面对面交流，借助他

们的现身说法，帮助青年大学生汲取砥砺

奋进的动力。
这种方式也得到了企业家的认可。

作为首位应邀主讲的企业家，周少雄说，

回家乡分享，“义不容辞！”

两个截然不同的片段，背后说的却是

同一个事情。
当下，我们很难用简单的几个词语去

定义，一个合格的产经记者究竟是怎么样

的。但我们深知，自己身上所蕴含的能量

很大，大到可以突破时空界限，而不只是

简单地记录单一的产经事件。

背靠晋江，放眼全球，我们无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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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街镇、进乡村、入基层，在采访的路

上，我们是一群脚沾泥土的记者，记录着

晋江基层一线的发展变化，见证着乡村振

兴、基层治理等决策部署在街镇、乡村的

生动实践。
我们与乡村有多近？也许，从我们的

日记体乡村见闻栏目——“新晋江·兴农

村”中，可以窥见一二。

《喜事办成了！》《村里来了“外援团”》

《出租房温情记》《“捐”出来的环村路》

《“方便”这件“小事”》……在每周一期的

报道中，我们用温暖的笔触，以小切口的

故事，将发生在乡村角落里的新变化、新

发展娓娓道来。
遇到重大事件时，我们也是冲在第一

线的勇士。
2023年夏天，超强台风“杜苏芮”在

晋江沿海登陆。当时，防抗台风形势十分

严峻。作为挂口镇街的记者，我们冒着狂

风骤雨，奔赴防抗台风一线，及时发回相

关信息和报道。
在我们逆行的路上，被大风吹得连根

拔起的行道树、倒塌的广告牌、被掀去顶棚

的屋子，无不显示着“杜苏芮”的可怕威力。

彼时，街镇新闻部记者赖自煌、许春

奔赴东石镇，王昆火赶往英林镇，曾舟萍

驻扎池店镇，报道防抗台风临时安置点的

相关情况；王诗伟、蔡培仁、许金植等记者

被派往沿海乡镇，连线直播防抗台风的所

见所闻；张志耐和林伊婷则从安海镇发回

众多逆行与坚守的身影……我们通过播

报、视频、文字，实时报道了晋江街镇、乡

村一线防抗台风的场景。

在融媒体时代，街镇新闻部的小伙伴

们又主动全员“转型”。

2023年 4月 18日，在报社创刊 17周

年之际，我们推出“乡村多看点”视频栏

目，开始在视频端“看见”乡村故事。

《GO!GO!GO!来塔头刘村，看剥海蛎

比赛！》《沉浸式探展 洋下海洋艺术季》

《139个门的番仔楼，你见过吗？》《报恩桥

上思报恩》《探“龙”村》《热辣守护 滚烫非

遗！》……一年来，我们陆续推出 35期聚

焦乡村乐事、喜事、赛事、美事的相关视

频，以生动的场景、趣味的故事，多角度展

现晋江和美乡村的建设成果。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写文案、出镜、拍

视频、剪辑，成为融媒体时代的“多面手”。

比如，许金植成为写、拍、剪全能的“多边形

战士”；钱健铭、施蓉蓉、曾舟萍、许春、王昆

火、蔡培仁、陈心心、王诗伟等记者纷纷出

镜当主播，视频风格各具特色。

在报道基层新闻的同时，我们也不自

觉地融入基层，并被基层的故事所打动。

在安海镇“我们的中国梦 文化进万

家”文体活动现场，早早到场的记者陈心

心，在和参演阿姨的交流中忍不住化身化

妆师，为她们画眉、补妆，和大家打成一

片，体验了别样的采访经历；在采写池店

镇溪头村一个古渡口的故事时，记者曾舟

萍被老匠人坚守手工制木船的技艺深深

触动，看着落日的余晖，听着“邦邦邦”的

锤声，她深情写下了《溪头手制木船 黄昏

下渐消的锤声》一文；在采访金井围头村

和海防民警辗转48天为流浪30年的老人

寻亲的故事时，记者蔡培仁被晋江基层干

部的责任与担当精神所打动，对该事件进

行了连续报道……
乡村故事最动人，乡村基层最接地

气。也正是因为我们走在乡间、走在基

层，脚下沾着泥土，心中那抹坚守记者初

心使命的光芒也愈加闪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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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周岁“成人礼”，我不只要为此鼓掌，更
觉得是对成人后“责任更大，能力更强”的期许。

“变”是永恒的。变化中，有各种声音，但在
媒体环境交织变化中，我们继续成长。无论是
大数据还是Sora，只要有人，就需要价值信
息。新闻不会消失，只会持续进化。

在历史巨轮前进的海上，我们还是船头
的瞭望者。十八岁，瞭望晋江——潮平两
岸阔，风正一帆悬。

柯国笠（产业财经部）

晋江经济报走过十八载春秋，这是一个值得纪
念的时刻。作为其中的一员，我深感荣幸和自豪。

在这里，我深刻感受到了报社团队的凝聚力
和向心力。我们共同面对挑战，共同迎接机遇，共
同为报社的发展努力。我们坚信，新闻的力量在
于真实、客观、公正，并始终努力践行这一信念，为
读者提供有价值的新闻和信息。

18岁生日快乐！未来，我们将继续携手
前行，为读者提供更加优质的新闻和服

务。
吴晓艳（产业财经部）

2010年夏天，大学刚毕业的我
进入晋江经济报社小记者教育部工
作。常年与小记者打交道的好处，是
无论多大年纪，仍然可以保持最初的
那份活力。18岁的《晋江经济报》，
希望你也可以像我一样，不管到了多
大年纪，都能保持18岁的活力。

阮芳菲（小记者教育部）

感谢报社给予我这样一个宽广的舞
台，让我得以尽情施展自己的才华，实现记
者梦想和人生价值。在报社这个温暖的大
家庭里，我不仅收获了很多，更结识了一群
志同道合的好伙伴。我们一起奋斗、一起
成长，共同面对挑战、分享喜怒哀乐。值此
报社创刊18周年之际，我想对她说一句：生
日快乐！祝晋江经济报永葆“青春”！

唐淑红（专刊部）

春光明媚，灼灼其华。在这个春天，晋江经济报
迎来了创刊18周年。

18岁，正青春，是最美的日子，是最好的岁月。
而我，转眼也和报社共同成长了12年。

一路走来，在报社的培养下，我一路学习、一路成
长、一路收获，在记录基层变化的同时，也深刻感知
世情百态，见证了时代变迁，丰富了人生阅历。

未来，让我们继续在奋斗中书写最美的
青春。

许春（街镇新闻部）

光阴荏苒，转眼迎来了晋江经济报18岁的
生日。她陪伴和见证了我这10多年记者生涯
的点点滴滴。可以说，晋江经济报是我成长的
摇篮和平台，更是我的良师和益友。

在媒体融合加速发展的当下，我不断学习
提升自身的职业素养和技能，做采编、写策划、
组织活动、出镜直播……回首过往，这些年一直
在路上，满眼的风景，满脑的记忆。

祝晋江经济报生日快乐，更上一层楼。
张清清（专刊部）

入职一年多的我，是晋江经济报社最
年轻的“00后”。报社给我提供了广阔的
成长空间，让我点燃了别样的青春。记者
工作可以接触到很多人、很多事，见证和
记录社会的变迁，是一份十分难能可贵的
工作。我将继续努力，希望能与报社共同
成长。

杨静雯（时政新闻部）

与报社共成长，与晋江共成
长！18年前，我们相遇相识。18年
来，我们相知相伴。未来更多个18
年，希望我们还能继续相亲相爱、相
守相望！

秦娴（全媒体编辑中心）

作为报社创刊的见证者，18年
来，我与报社一同成长，在一张张报纸
里见证晋江的发展，在一篇篇报道中
感受自我的成长蜕变。18年来，我从
《地理》版感知晋江的风土人情；从《五
里桥》版窥见晋江的灿烂文化；从《生
活》版遇见晋江的城市烟火；从《晚晴》
版感受晋江的深厚底蕴……

黄海莲（专刊部）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晋江

每一件大事要事的现场，都有时

政记者的身影。服务、报道好全

市中心工作，就是时政新闻部核

心价值的体现。

我们“眼高手低”，每日与时

间赛跑。何为“眼高”？晋江党

委、政府的工作决策，事关经济

社会发展，与每一个人息息相

关。作为时政记者，我们的思

想、站位、格局都要高，要站在时

代前沿，敏锐洞察发展与变化。

何为“手低”？笔下的时政稿件，

需要严谨、准确，字斟句酌，把党

委、政府的意图和决策，用最接

地气的语言传递清楚、宣传到

位，让大家知晓、受益。为此，我

们每日奔走在一场又一场的时

政会议和重要活动中，用新闻雷

达探测“中心”能量。

我们“耳听八方”，善于捕捉

热点话题。住房、医疗、教育、养

老、交通……国家大事的落点都

在民生小事上，一切与老百姓生

活相关的领域，都有时政记者的

足迹。我们奔走在田间地头、工

厂车间、项目现场，了解民情民

意，将人民的呼声和关切传递给

党委、政府。我们关注社会热点，

通过舆论监督、活动策划，帮助政

府部门更好地倾听民声，制定更

符合群众、企业利益的政策，实现

政府部门与人民群众“两心”联

动、双向奔赴。

我们“随叫随到”，打个“飞

的”说走就走。在媒体圈，记者

没有下班时间，作为一名时政记

者，更要 24 小时待命，出差是家

常便饭。香港、澳门、天水、大

连、西安、上海、福州、厦门……

2024年才进入第二季度，时政部

的小伙伴们便打着“飞的”、坐着

高铁出现在许多城市的街头巷

尾。这看似羡煞旁人的差事，只

有经历过的小伙伴才知道其中

滋味。我们练就了在大巴、动

车、飞机等交通工具上迅速成稿

的技能，也习惯了席地而坐、旁

若无人地埋头码字。出差时的

我们“潜能”无限，“三头六臂”对

接四方，不仅写消息、写专题、写

综述，还能自导自演拍摄VLOG，

从拿“笔”到拿“枪”，我们在“中

心”里强化“内核”。

我们是“连心桥”，一头连着

党委、政府，一头连着群众百姓；

我们是“思考者”，将专业严谨的

政策细腻准确地解读；我们是

“歌唱者”，走在基层里，唱响主

旋律。追逐着新闻的脚步，捕捉

着时代的脉搏，记录晋江故事，

我们从未停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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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本报构建传媒发展新格

局中的重点，2023年，晋江经济报

演播室［福建日报融媒体（晋江）创

想空间］正式投用。围绕演播室，

本报推出多档精彩栏目，《总编报

你知》就是其中一个拳头栏目。这

个栏目的诞生和发展，见证了每一

位全媒体编辑和记者从“战士”到

“多边形战士”的成长和锻炼。

首期《总编报你知》是在 2023
年 2月 20日播出的，“从无到有”的

过程就像是摸着石头过河。前期，

我们收集了全网各地大量的评论类

节目素材，尤其是资深媒体人评析

新闻的栏目，从节目框架、视频时

长，再到拍摄角度、文案脚本，每一

个细节都经过了无数次的推敲和打

磨。拍摄前，我们心里都没底，不知

道会呈现出怎样的效果。最后，还

是栏目“主播”——报社编委会的领

导们给我们打了一剂强心针，“我们

先拍，先有了东西，再来研究怎么拍

会更好。”就这样，新栏目的第一期

诞生了。
虽然不甚精细，但框架搭好了，

我们再精雕细琢，逐帧完善。

“哇！这节目给人耳目一新的

感觉。”从无到有的过程，是一个垂

直的进步变化过程。更让人惊喜

的是，首期栏目的反响也是爆炸性

的。我们的受众对新媒体作品给

足了成长空间，作品第一次发布，

就收获了大家的肯定和支持。

演播室的录制有了几期经验后，

我们开始往外延伸——报社领导带

着我们一起走到基层，走到新闻一

线，去拍摄更打动人心的作品。第18
期《总编报你知》，我们走进深沪镇，

为了探寻“扒龙船”的前世今生，多次

走访，拍摄大量采访视频素材，这对

于长期从事后方编辑的我们，也是一

次难得的锻炼和考验。

每年4月份，都称得上是晋江的

“经贸大月”，一场接一场的经贸活动

让人目不暇接。特别是今年，晋江更

是首次举办科洽会。

如何将琳琅满目的经贸活动通

过新媒体手段传播出去，讲好这个

春天里发生在晋江经济界的生动故

事？我们主动策划，组织多路记者，

入厂房、进车间、看实验室，以《主播

探厂 向“新”奋进》为主题，讲述晋

江企业如何锻造新质生产力。在此

基础上，我们更进一步，依托《总编

报你知》栏目推出视频《有“信心”，

就会有“黄金”》，向外界展示了晋江

企业家的信心，以及他们信心的来

源：“晋江经验”的引领，政企提前谋

篇布局。
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

有心人。“多边形战士”们会继续

努力，亮出媒体“老将”的“新风

度”，推出更多有思想、有温度、有

品质的融媒体精品力作，让更多

更好的新媒体栏目“飞入寻常百

姓家”。

报社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在

全媒体编辑中心，请不要问他是

做什么的，因为他可能今天是记

者，明天是小编，后天是摄像，过

几天又是策划加技术……

“这期《总编报你知》轮

到你了。”只因在睡觉前多看

了一眼手机，就注定是个不

安稳的夜晚。每次接到制作

《总编报你知》的任务，我都

需要提前做心理建设。不是

因为接触的是报社领导，而

是因为，每一次的制作都需

要创新、需要进步，需要跳出

“舒适圈”。
新媒体跟随着时代的脚步，

一有新事物出现，我们就得牢牢

抓住。因为，只有抓住了“新”，

才能抓住“流量密码”。

如今，AI 技术正在全球范

围内掀起科技热潮。不管新媒

体能不能做成 AI，首先要大胆

尝试，实现从无到有。这不，这

一期《总编报你知》，领导就要求

运用AI技术。

万事开头难。面对新事物，

我们对AI技术进行全网“大补

课”，做了许多尝试。

刚刚完成 AI植入，领导又

提出新要求，“能不能让 AI 的
嘴巴或头动一下？”“让我和

AI互动一下，类似现场连线的

感觉。”

时间紧，任务重。面对领导

提出的新要求，我们先是深呼

吸，接着冷静下来，寻找解决方

案。这，就是新媒体的日常。

这个过程很痛苦。但不知

不觉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慢慢

成长。在不断的磨合中，视频历

经半个月的制作，终于推送成

功，播放数据也很可观，不少粉

丝在留言区夸赞AI技术运用得

好。
这时候，我觉得一切都值

了。
人人皆为“多边形战士”。

这是领导提出的要求。你会发

现，我们的编导会调整灯光，还

会控制大屏；摄像会统筹，还能

做技术；后期会策划，还能当演

员……
《总编报你知》的形式，从

最开始的室内录播，到主播走

现场，再到室内录播和大屏互

动……每一次创新，都是一次

成长。
如今，《总编报你知》已经完

成 38 期的制作。我们也从小

编变成身兼摄像、统筹、后期、技

术等多职，能够完成“一条龙”服

务的“多边形战士”。

所以，请不要问我在全媒体

编辑中心做什么工作，问，就是

啥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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