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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入职报社时，她还是5岁“孩

童”的模样，如今已是 18 岁的彬彬

“青年”；而我，也从刚走出大学校园

的毛头小子，变成如今的中年大

叔。我见证了她的成长，她也陪伴

我不断向前。
18 岁，意味着成年，也意味着

开启新的篇章。前行之路注定充

满挑战，但踏过泥泞后终将驶上康

庄大道。正青春、共成长，在成年礼

之际，为前路“打Call”，一路上有你

也有我。
杨晨辉（全媒体编辑中心）

岁月如歌，时节如

流。在生机盎然的 4

月，报社迎来了 18 岁

生日。有幸与之共成

长，一路同行 12 个春

秋。祝报社18岁生日

快乐！明天更辉煌！

谢双凤（财务部）

与报社风雨同舟 18 年，我转换
过多个“角色”：先任《五里桥》副刊
编辑，后参与了《天下晋江人》版和
菲律宾版的创刊工作，并担任这两
个涉外版的主要编辑和记者。不同
内容和类型的采编工作，让我有不
同的感受。

采编工作不仅让我开阔了视
野，丰富了阅历，还不断激发我的工
作激情和生活热情。

祝报社永葆青春活力！期望晋
江经济报全面开花，香飘海外！

李杰（全媒体编辑中心）

报社创刊的 18 年里

有我的 8 年，回首一路成

长，无限感慨。这一路，我

们用文字、用声音、用画面

记录晋江的历史变迁。

这个 4 月，是满眼的

春色，是熠熠生辉的18岁，

是一切美好故事的开始。

林宜男（全媒体编辑中心）

在晋江经济报，我开启了摄影记者生涯，学生时代的梦想成为现实，感激之情无以言表。十多年来，我们用一张张图片见证了晋江的发展，也见证了自己的成长。18岁正青春，我们同向前。祝愿晋江经济报18岁生日快乐，事业发展蒸蒸日上。董严军（全媒体编辑中心）

全新的岗位，全新的平台。
进入报社资产运营部工作后，我
对资产运营有了更为清晰的认
识。每天面对各种数据和报表，
为客户提供周到的服务，我在工
作中边摸索边成长。看到报社
资产运营有了新突破，我心里充
满成就感和自豪感。祝报社18
岁生日快乐！愿报社在融媒体
时代的背景下，影响力不断扩
大。我也将继续努力，为报社资
产保值增值贡献一份力量。

王瑞荣（资产运营部）

我与报社结识三年，她见

证了我的成长，我也看到了她

的蜕变。

去年，报社全媒体演播室成

立。我作为其中一分子，慢慢地

从一名美术编辑转变成一名会

摄影、剪辑的新媒体编辑。正印

证了“正青春 共成长”这句话，

我们在磨炼中逐渐成长。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行

而不辍，未来可期”，祝报社 18

周年快乐！

张汉阳（全媒体编辑中心）
2014 年，我进入晋江经济报

广告部，与报社双向奔赴、共同成
长。10年间，我做了上百场活动，
深感策划是个多面手的岗位，常
常要化身售票员、客服、志愿者、
搬运人员、安装员等，角色多样、
体验感丰富。

感恩在这里遇到一群相知相
伴相随的伙伴，感谢报社给予成
长和学习的机会。18岁的晋江经
济报，很美很亮眼，祝福未来越
来越好。

叶婷婷（广告部）

作为报社一员，一起走过风雨兼程的18年，见证报社的蓬勃发展，我深感荣幸。
在综合部，每日的工作虽琐碎细杂，但深知责任重大。我始终秉持“服务至上”的原则，尽力做好领导安排的工作，努力为同事们提供周到的后勤保障。在这特殊的日子里，我衷心祝愿报社越来越好，继续为读者带来更多精彩内容！

朱培玲（综合部）

“你好，请问是《人间指南》编辑部吗？”
小时候看《编辑部的故事》，常常被故事情节逗得哈哈大笑，一

直觉得编辑部是一个有意思的地方。长大后，当我真正从事新闻行
业，走上夜班编辑岗位时，才懂得了编辑部的艰辛与欢乐。今天，我
们就来说一说编辑部的故事。当然不是《人间指南》的编辑部，而是
晋江经济报全媒体编辑中心夜班编辑部。

每当华灯初上，晋江经济报社19楼的灯光总会准时亮起，寒来
暑往，日居月诸，点点灯光连接着晋江大事，也心系着百姓民生。

“在吗？”“有个信息你再核对一下。”“稿件谁把关了？”……凌晨
一两点，记者们可能还会收到夜班编辑的微信消息。若是未能及时
回复，急电紧随而来，睡眼蒙眬的记者还要一遍又一遍地确认信息
是否有误。而编辑部的急电，被记者们戏称为“午夜凶铃”。

这一切，都是为了出版安全。对于夜班编辑而言，出版安全永远
是第一位。夜班编辑的工作价值就在于保证安全、优质、高效，不仅自
己的工作要万无一失，而且要对其他环节的疏漏予以补救。因此，为了
求证稿件信息的准确性，编辑们一晚上可能要给记者打好几个电话。
扰人清梦，实非编辑所愿，但下一次该打的电话还得打。

夜班编辑是新闻内容的最终呈现者和把关人，既要保证万无一
失，又要让版面出新出彩，我们的心中始终有一种责任感。就以

“2023特步晋江马拉松赛”专题报道为例，最后呈现的 32个版面就
是所有人共同努力的成果。

为了圆满完成这些版面，编辑部需要提前与各部门沟通，确定版
面数量与内容。赛前一周，美编们就开始进行版面设计，32个版既要
统一风格，又要有各自的特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部分版面在赛前
就得提前做好，那段时间，编辑部成了整个报社最热闹的地方。

当比赛结束后，属于编辑们的战斗才正式打响。所有人下午就
来到报社，版面编辑抓紧处理一条又一条的稿件；美编要编排版面、
处理图片，忙到飞起；校对的桌案上是看不完的版面……部分重点
版面，方案调整了一次又一次，细节修改了上百次。每一张照片都
要放大后逐一角落检查疏漏，“眼睛都快看瞎了”真是一点都不夸
张。等到所有版面都付印了，天已经快亮了。

作为夜班编辑，工作时间自然是昼夜颠倒的，披着星光而来，踏
着晨曦而归，可以说是城市的夜行者。

去年夏天，超强台风“杜苏芮”登陆晋江，这是有历史记录以来登陆
泉州市最强，登陆福建省第二强的台风。其间，大部分稿子都是深夜才
发来的现场新闻，夜班编辑们要对全市各个部门、镇街的防台防汛信息
进行规整、深加工。当天完成所有工作下班的时候已经凌晨5点。

熬夜，常年的日夜颠倒让我们的身体处于亚健康的状态。跳
绳、俯卧撑、打乒乓球……夜班编辑们发展了各种各样的健身爱
好。在等稿件、图片的间隙，健身一会儿，等待也变得不那么枯燥。

新闻人常说，做新闻是要有些情怀的。相应地，做夜班编辑更
是如此，不真心喜欢编辑工作，不具有奉献精神，是很难真正融入夜
班编辑工作的。也许相对于记者来说更“隐形”，但坚守在这个岗位
上的人，同样有着坚定的新闻理想、强烈的社会责任、澎湃的工作激
情，有着新闻工作者的追求和使命。

“能在胸中存读众，孜孜矻矻味弥甘”，很喜欢从事编辑工作60
年的叶圣陶老先生的这句话。

辛苦中感受职责，版面上守望道义。报社这些可爱的夜班同事
一起在默默坚守，用我们的平静从容与责任，努力诠释着老先生的
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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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1月 18日，对晋江经济报社马拉松办
公室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这一天，晋马获评
世界田联 2024年度全球路跑标牌赛事，堪称晋马
发展历史的又一里程碑。

从 2016年首届晋江半程马拉松赛到 2023年
晋江马拉松赛，从8000多人到15000多人，从中国
田径协会铜牌赛事到世界田联标牌赛事……8年
里，5届赛事，晋马犹如蹒跚学步的孩子正茁壮成
长，有太多的故事可以讲述。

100多天的筹备，只为6小时的赛事。筹备一
场城市马拉松，从选择比赛路线，到敲定医疗方
案、安保方案，制定相关配套活动，需要多部门联
动，其中牵涉到市政府、体育、公安、交警、卫健、团
市委等40多家单位的配合。晋江经济报社是晋江
马拉松赛的承办单位，需要对接这 40多家相关单
位，协调解决办赛遇到的各种问题。比赛前一周，
有的工作人员每天接打100多个电话，最多的甚至
接打300多个电话。赛前两天，大多数工作人员忙
到废寝忘食。

300多份会议材料，只为全方位保障赛事。破
损的路面有没有修复？接驳选手的大巴需要多少
辆？赛事当天几点开始封路？……一项项过细，
再过细。所有人认真考虑赛事进行时可能遇到的
各种问题和困难，统统在赛前解决。一场马拉松
赛进行下来，我们不仅要完成200多页的赛事申办
报告，还要撰写各种马拉松相关会议材料 300多
份。其中一份报告，前后修改了 15次。深夜加班
是常态。

42公里的赛道走了一遍又一遍，只为保障选
手安全。什么是马拉松赛事的重中之重？当然是
安全！

参赛人员要提供哪些参赛证明？急救志愿者
如何招募？医疗点和急救转运路线怎么设
置？……这些，都是我们在赛前需要考虑的问
题。为了确保选手的安全，这些工作必须做到极
致。不管是烈日炎炎，还是大雨滂沱，我们和相关
单位的工作人员一遍又一遍奔走在 42.0975公里
的赛道上，把赛事医疗方案过细了一遍又一遍。

2023晋马以“最美赛道”和“世遗”为元素串
联，以“侨商跑团”为特色，以贴心服务为亮点。对
此，临赛指导的中国田径协会副主席甄国栋给予
盛赞：“晋马组织有力，办得有特色，尤其是把世遗
和侨商跑团结合在一起，这是全国独有的。”

美人花绽放在 12月的晋江，一万多名来自全
国、全世界的跑友奔跑在如画一般的赛道上。如
今的晋马，已经成为晋江的一张城市名片。许多
外地选手，因为参加晋马，感受到晋江的海丝风
情，了解晋江，进而爱上晋江。

把最好的晋江呈现给你，这是晋马办
每一名工作人员的初心。希望大家，

都因为这场马拉松，爱上晋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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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不只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
许巍沙哑的嗓音，唱出许多人的心酸与无奈，也唱出
了大家对理想生活的向往和期待。不知何时起，厌
倦眼前渴望远方，成为无数人共同的心情写照。

很不巧，身处报社专刊部，我们每周忙着为读者
呈上的恰恰是“眼前的苟且”。买房买车、养娃养老、
寻医问药……张口衣食住行，满篇吃喝玩乐，这些东
西在“诗和远方”面前，略显俗气。但这些“俗事”，却
是你我都无法割舍的生活点滴，周而复始，升腾起这
座城市的烟火气。而我们尽其所能努力，希望让每
个身在晋江的你，生活变得丰富多彩。

吃喝不愁。美食是生活的馈赠。在每周的美食
专栏上，一道道晋江美食扑面而来，既有海蛎煎、土
笋冻、姜母鸭、菜粿等古早味美食，也有各类现代创
新融合特色大餐。单看版面的图文报道不过瘾？本
报“边吃边聊”直播栏目上线了！镜头前，美女记者
带领大家走街串巷，探寻最诱人的人间烟火气。光
看直播还不给力？“晋好康”平台来了！该平台堪称
晋江美食福利发放机，每周准时放送各种福利，让你
免费吃个够！

房车参谋。“晋东新区潜力巨大，购房投资看好”
“7、8月份是低价买车好时机”……买房买车是生活
大事，如何选对价格洼地、如何判断出手时机、如何
避开消费陷阱，为了帮大伙解决这些难题，专刊房车
记者操碎了心，认真钻研市场行情，发布最新资讯。

理财有道。手头有余钱不懂怎么投资？各种虚
假理财讯息不知该信谁？……我们的理财记者也没
闲着，理财课堂时时互动，本地金融资讯不停歇。更
有连续举办十多年的金融理财节，已成为闽南地区
规模最大、延续最久、影响最广的大型全民理财盛会
之一。

健康无忧。在专刊健康融媒体服务传播平台
上，每周持续推出各类健康专栏报道和科普视频，更
有惠民健康直通车走基层进社区。随着报社全媒体
演播室投入使用，健康直播间也闪亮登场，把咱厝好
医生请到镜头前和大伙面对面。“60岁以上老人免
费体检”“妇女儿童免费上门检查”……美女记者频
频出镜基础公共卫生惠民服务系列视频专栏，把惠
民健康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

老幼皆乐。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忙碌的你如何
带给宝贝更好的陪伴？很多晋江家长选择加入本报
的亲子驿站。这是报社携手有关部门打造的官方亲
子互动教育平台，也是咱厝最具人气和创意的亲子
成长俱乐部。过去7年，亲子驿站累计有1万多个亲
子家庭加入，成功举办 3000多场亲子实践活动，成
为本土亲子家庭周末“遛娃”、科学育儿的风向
标。除了孩子，家里的老人也能在本报找到乐
趣，晚晴周刊就是为全市老年人打造的精神家
园。在这里，你能看到 73岁还能倒立举哑铃
的功夫老汉，也有 79岁依然在追梦的老裁缝
……从一个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老友身
上，我们感悟到幸福的真谛。

美食美酒美心情，美美与共；楼事车事健
康事，事事有我。过好眼前的“苟且”，才能追
寻“诗和远方”的田野。

眼前即远方。一直都在，触手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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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亮，Cosplay联系好了吗？”“泽宇，定
向邀请优秀小记者代表，进展如何？”“欧阳，
两个征集活动关注一下，动态要更新。”“芳
菲、伟鹏、小孙，考虑一下活动现场签到及领
取文创礼品怎么安排。”……

随着4月20日小记者亲子登高活动的临
近，小记者部进入高速运转的状态。每个人
在日常采访、编辑之余，还身负多个“任务”。
而这仅仅是一场亲子登高活动的前期工作。

小记者亲子登高活动虽然已成功举办过
两届，大家积累了一些经验。但是，本报向来
注重仪式感，希望每年都有创新之举，让小记
者亲子有不一样的收获和感受。

每一项工作、每一个环节的确定，背后是
一次次的沟通，一次次的对接，一次次的思想
碰撞，一次次的完善方案，只为让大家沉浸式
体验活动，留下美好回忆。

工作是忙碌的，更是令人头大的。就拿
本次活动最大亮点——拟邀请 18名优秀昔
日小记者代表到场参与来说，虽然只拟定邀
请 18人，但是落实起来却不容易。连日来，
部门同事见面第一句话就是：“今日你邀请
到了吗？”

令人头大的事情还有很多，但有人因此而
“摆烂”吗？答案是否定的。正如这十几年来，
组织了无数场小记者活动及比赛，总会遇到一
些困难，但大家迎难而上，想尽办法解决。我们
始终记得部门宗旨——全力以赴做好每一件
事，让小记者成为晋江学生展示自我、快乐成长
的大舞台。

兴许是这份热情与认真感染了很多人，
不管是晋江各部门还是报社的活动，大家都
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小记者，而小记者也总
能为活动增添很多的欢乐与人气。有小记
者，不用怕冷场；有小记者，准能有亮点，“小
记者，出列！”的形象愈加深入人心。

18年来，我们用文字、图片、视频，全方
位记录了一批又一批小记者的成长。这种成
长的见证充满了幸福感。

犹记得今年 1月底，本报组织 20多名来
自晋江各中小学的少年，开启一场名为“纵横
黄山 冰雪少年”的旅程。四天三夜，我们看
到了孩子们身上无限的可能——他们有一双
巧手，会雕刻歙砚、制作徽笔；他们有一双发
现美的眼睛，大自然的美、当地人文之美都被
他们珍藏；他们有一种坚韧的精神，挑战黄山
没有一人退缩；他们有一颗柔软的心，心疼挑
山夫，又由衷钦佩挑山夫……

旅程归来，写记者手记时，有很多精彩、
温馨的片段涌入脑海，越写越心生欢喜，嘴角
上扬的幅度越来越大。那一刻，我们为自己
身为记者而感到骄傲，可以用自己擅长的方
式来记录孩子的成长，并将之分享给更多
人。曾经，有一名家长说：“谢谢你们的记录，
让我们看到孩子的更多面。”

一晃，报社迎来了 18岁生日，小记者部
见证很多晋江少年一路成长。未来，我们还
会与更多的晋江少年相遇，陪伴他们一路成
长。无论何时何地，小记者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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