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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记者柯小娇

不断学习
方能无限进步

媒体转型的当下，记者的工作由单

向表达转为了互动传播，由传统静止的

图文变作动态的视频。大学毕业就进入

报社的我，恰好经历了媒体转型“最剧

烈”的10年。

刚入职时，我是岛外同安事业部的

一名驻站记者。驻站的那些年，时政、社

会、经济、农业、体育等各类新闻都会涉

及。那时候，对一名记者的要求就是，写

好新闻，当然能拍到好的新闻图片是加

分项。后来，因为岗位调整，我回到报社

本部，成为了一名突发新闻记者。

那时候，因为微博的逐渐兴起，新闻

除了在报纸上和网站上刊发，还有了新

的传播渠道。我们也开始学习用新媒体

的角度采写新闻。

2016年底，我接到了一个任务，参与

报社的第一场视频直播。怎么拍、用什

么拍、用什么收音、怎么保证信号流畅？

这在网上并没有太多的参考，我只能咨

询平台的技术老师、跟外地同行请教解

决方案，慢慢地，各类问题逐个被破解，

我也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成就感。

后来，每接到一个新的任务、新的设

备，我都会在网上找教程，反复琢磨研

究、学懂弄通，直到最后完全掌握上手。

如今除了写稿拍照，参与视频创意、策

划、拍摄、制作，各类直播也不在话下，我

也成为同事眼中的“技术咖”。

如今，我所在的海西晨报像素工作

室，是报社集视频拍摄、制作、摄影、视频

直播和图片直播为一体的媒体转型“试

验田”。在这块“试验田”里，有更多的新

领域等待我和小伙伴一起去探索。

记者，是时代的记录者。在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唯有不

断学习，方能无限进步，并更好地记录这

个时代。 （白斌斌）

脚下的尘土
化作笔尖芬芳

全媒体时代，信息瞬息万变。对于

记者而言，变的是广度，不变的是良知；

变的是传播媒介，不变的是初心使命。

作为全媒体时代下的融媒体记者，我感

谢技术迭代带来的改变，这让我能够更

近距离地走到群众身边，也让我更加相

信，在路上，心里才有时代；在基层，心里

才有群众；在现场，心里才有感动。只有

真正扎下去，用心倾听群众心声，才能真

正与时代同行。

自 2017 年起，我开始负责 4 个思明

区政务公众号的采写和运营。我深入到

社区网格中，在走街串巷、家长里短中挖

掘真正属于群众的故事。用一篇篇推

送，记录平凡百姓故事，传递老街新巷的

人间真情。写得越多，我越是真切地感

受到群众才是真心英雄。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叫陈桂兰

的阿姨。她楼下住着一对高龄老人。陈

桂兰是个热心人，她担心老人在家出意

外，就习惯性地上下楼时在老陈家门口

听听动静，这一听就是十几年。好几次

发现了意外情况，及时救助了老人。

还有入围“福建好人”的李福来，他

收养照顾曾经流落街头的智力障碍残疾

人阿憨长达13年；白城社区的厦大退休

教师陈大冰老人一生未婚，留下百万遗

产捐献给母校；福满家园封控区里新添

小宝宝，社区委托大白依照闽南风俗送

上红鸡蛋……这些发生在社区里的普通

人故事，看似平凡，却散发着人性光辉。

我用笔尖将他们一一记录下来，在传递

暖心正能量的同时，也收获了满满的感

动，积蓄了前进的力量。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我的背囊也不

是一天装满的。在融媒体记者这条道路

上，我们拥抱变化，也选择坚守，选择理

想。让脚下的泥土，化作笔尖的芬芳，瞭

望时代、记录时代。 （林爱玲）

在纸上挥舞
在屏间穿梭

2022年6月19日，我从福师大传播

学院毕业。想象中，毕业后我的工作日

常是写稿、写稿和写稿。

2022年11月8日，是我入职海西晨

报社的第90天。这90天，我学习成为一

名融媒体记者，我的工作日常是出镜、主

持和写稿。这三个月里，“融媒体”这一

概念穿过厚厚的书本，真正来到了我的

眼前。

作为记者，我需要写稿，也需要出

镜。

入职以来的首件作品“秋天里的第

一网鱼”视频，在翔安区琼头村渔港产

生，获得了696次转发。提前踩点、现场

播报、实地采访……初出茅庐的新人在

生产流程间生疏地穿梭，第一次怯生生

敲开了新媒体的大门。

而后，我在一次一次的出镜任务中

迅速成长。在厦门市市政园林局的宣传

视频中，我对电动自行车停放新规的出

镜介绍，收获了同僚们的好评。这一视

频作品在全城刷屏，地铁、BRT、公交、

电信大楼屏幕循环播出，我逐渐在新媒

体世界中找到方向。

作为记者，我需要出镜，也需要直

播。

在厦门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全国

爱牙日”讲座直播中，我搜集行业知识、

自拟直播脚本、全程脱稿直播，与四位医

生合作，为观众们带来了四场口腔卫生

知识直播。

作为记者，我需要直播，也需要主

持。

蹬着高跟鞋，我奔走于各个活动现

场，茶文化分享会、社区趣味运动会、文

明健康讲座，在这些大大小小的活动中，

都能看到我的身影。

在纸上挥舞，在屏间穿梭，我是一位

有着多重身份的融媒体记者。（陈嘉汶）

记录微光
继续追光

身处“万物皆媒”的全媒体时代，传

统媒体单一传播模式早已被即时互动的

双向、多向传播所取代。而作为传统媒

体记者，如何在转型中找准方向，提升核

心竞争力？

我是一名“年迈”的90后记者，2015

年入职《海西晨报》，作为厦门市翔安区

驻站记者，主要采写区街新闻。很荣幸

我在踏入新闻战线不久就搭上了全媒体

时代的列车。

自成为一名驻站记者以来，我穿梭

在各大新闻现场，用笔、镜头记录现场，

通过撰写文字、拍照片、写微信推文、拍

摄短视频、直播等方式，捕捉感动、传递

力量。

去年3月，在胡萝卜采收高峰期，我

来到翔安区新店街道下许社区，采访了

一群来自四川的神秘“打工人”。趁着他

们中间休息喝水、吃馒头的时候，我找到

机会上前采访。

由于他们大部分都是四川彝族人，

彼此交流都用家乡话，我在交流上遇到

了较大困难。于是我求助聘请他们的工

头，这个临时“翻译”虽也听不懂彝族话，

但在他的帮助下，采访顺利完成。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采写文字内容，

我现场还拍了照片和视频，成为当天报

纸的封面图；视频则在后台编辑记者的

协助下，推送了短视频作品。

运营区街微信政务号；首次担当主

播，参与直播活动；提高图片拍摄水平，

真实记录每一个新闻现场……在采访一

线，有很多“普通人”的故事，但他们应

该，也值得被记录。

感谢这个职业，它让我见了很多人

很多事，也记录下很多闪烁的微光时刻，

未来我将继续追光！ （陈晓青）

今年11月8日是第23个中国记者节。在圈外人眼中，记者风光、亮丽、意气风发；在家人眼中，他们晨昏颠倒，总是熬夜加班；在朋友眼中，他
们风风火火，经常没有档期，永远奔跑在路上。

也许在很多人看来，记者的工作就是采访、写稿。事实上，在瞬息万变的全媒体时代，一纸一笔早已不能满足记者们的工作需要，他们的职业技
能要求不再局限于写稿。一个记者就是一条新闻“生产线”，他们一专多能，既能写稿，也能拍视频、当主播……来看看这些“十八般武艺”是怎么练
就的。

全媒体时代练就“十八般武艺”
融媒体记者用心为读者展示动人故事，传递美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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