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是我来到白城日报社的第11年，从一名美
术编辑，到时政摄影记者，再到如今的新媒体视频
记者……我所从事的报道领域一直在变，但初心一
直没变。

进入新媒体时代，新闻传播方式发生了深刻变
化，传统媒体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机遇。那时我认识
到，务必要与时俱进、勇于探索，不断尝试新的传播方
式，为新闻行业的发展作出贡献。

2019年11月8日，第20个中国记者节，白城日
报社官方“抖音”平台正式开通。我第一次尝试拍摄、
剪辑的短视频《创建文明城市，打造生态白城、美丽白
城、幸福白城！》，在官方抖音号作为首秀播放，受到了
社会各界的关注。也就在那时，开启了我的新媒体视
频记者之路。

起初的探索之路艰辛又孤单，一个人带着相机采
访拍摄，零基础学习剪辑视频。经过几年的摸索与锻
炼，我的拍摄技巧和剪辑方式逐渐熟练，我们的新媒
体创作团队也在扩增。我们始终坚持内容为王，扛起
相机、举起话筒、卷起袖子、扑下身子，让采访更深入、
更客观，通过视频去记录、去追问、去传播，用一个个
真实的故事，传递这个社会的温暖与力量。

近几年来，《我们一起脱贫奔小康》《夏日炎炎
“游”你超甜》《留住老兵记忆 传承红色精神》《白城人
物》、直播《云游白城》等系列视频相继推出，都收到了
良好反响。

为了在工作中继续寻求突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3周年之际，我们首次制作了MV《白城版·我
和我的祖国》。视频邀请了抗战老兵、教师、编剧、书
法家、学生等社会各界代表参与拍摄，又加入了各县
（市、区）标志性风景名胜与风土人情画面，让整个视

频更加丰富饱满，引起受众共鸣。
在当新媒体记者这几年，我几乎每天都不闲着，

在推出的数百个视频作品中，印象最深刻的当属
《任长忠：愿得此身长报国》。这是一部耗时20余天
拍摄和剪辑的8分钟人物专题视频。盛夏时节，骄
阳似火，我们随国家燕麦荞麦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
学家、吉林省白城市农业科学院院长任长忠深入白
城农科院试验田，拍摄记录他是如何将论文写在大
地上的。这部作品得到了省内外多家媒体的赞誉，并
获得了第三十二届（2022年度）吉林新闻奖新闻专题
类二等奖。

2023年，白城日报融媒体平台与市委党史研究
室联合摄制了12集专题片《追寻红色记忆 聆听历
史回音·中共辽吉省委旧址纪念馆系列讲解》。专题
片全景展现在抗日战争的烽火、解放战争的硝烟中，
白城人民饱经磨难、自强不息，从黑暗走向光明的奋
斗历程，以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白城创建革命
根据地，为革命事业艰苦卓绝、浴血奋战的丰功伟绩，
以优异成绩向撤地设市30周年献礼。视频发布以
后，受到市委主要领导的肯定，各县（市、区）多家官方
媒体与单位纷纷转发。

同年9月，我来到新华社吉林分社参观学习，经
过探讨交流后，我们配合他们共同制作完成了《盐
碱地上的青春力量》的新闻报道，在新华社客户端
播放后获得160万+的浏览量。此外，拍摄制作的
《白城——今天，乘风逐梦》《明天会更好》等视频
作品投送到新华社等多家媒体，也受到了广泛关注。

时代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歇，新闻人更要与时俱
进。在媒体融合发展突飞猛进的今天，我对新闻工作
的热爱初心不改，我相信，热爱最终都能抵达。

白驹过隙，弹指一挥间。蓦然回首，作为中
共白城市委机关报的《白城日报》自1964年1
月14日创刊之日起，浓墨重彩书峥嵘、光影熠
熠绘壮美，创新创业谋新局，走过了不息为本、
日新为道的整整一个甲子。

我为白城日报社的时代辉煌而喝彩！
我为自己是白报人中的一分子而感到自豪
与骄傲！

作为有着50多年军地新闻从业史的一位
老同志，我深感在“白报”工作期间的26年是自
己最为忙碌、最为充实、最为绚丽和最值得留恋
的一段人生经历。那是1987年，带着通榆县广
播电台台长的头衔、顶着吉林省优秀新闻工作
者的荣誉光环，以三十刚出头的韶年，被上级组
织选调到白城第一大报工作。期间，踔厉奋发
纸上写春秋，千般努力笔下生波澜，最终使自己
成为一位集新闻实践、新闻研究和新闻教育于
一身的资深报人，先后担任了总编办、要闻部、
专刊部、记者部、广告部主任，2001年晋升为正
教授级高级记者。书写了一生执笔写新闻的历
史，也使自己赢得了新闻实践贡献突出、术业有
专攻的成功业者美誉。据不完全统计，我职业
生涯有42篇新闻作品获省和国家以及部队新
闻作品奖，有19件作品获省和国家级以及部队
新闻编辑奖。新闻专业理论研究成果丰硕，成
为一位业内学术创新型专家学者。曾创办并主
编业务刊物——《白城日报通讯》，有10多篇学
术论文获省和国家级奖励，还先后出版了《当代
新闻写作教程》《新闻学讲义》等两部新闻专
著。培养新闻人才颇有建树，成为授业解惑的
诲人师者。作为吉林省白城师范学院特聘教

授，从2007年起先后为中文系本科生讲授《新
闻学概论》《新闻写作》两门课程，还先后为40
多个军地大单位开展新闻讲学活动，培训媒体
记者和通讯员近4000人次。作为白城新闻奖、
吉林新闻奖和中国地市报好新闻奖评委，事迹
分别被收编到《中国当代新闻库》和《中华人物
大辞典》中。

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
源。回顾过往，感悟最深的是，如果没有白城
日报社领导多年来的悉心培养和信任教诲，没
有“白报”大家庭的温馨支持和关爱，没有
《白城日报》这棵参天大树的滋养与庇荫，自
己不可能有如此多的成功和进步！曾记得，乔
装暗访长途客车抢劫案时，是报社领导精心为
我筹借了一件劳动服式棉大衣做掩护，采访饭
店短斤少两时总是不忘安排记者实地品尝那里
的一二道菜肴，对新选调而来的入职同志千方
百计帮助其解决爱人工作和子女入学等急难愁
盼问题……这些，都极大地凝聚了人心力量。
对此，我们没有理由不感谢新闻，不感恩报社，
不感慨党的新闻事业让我们留存了一生难以忘
怀的美好记忆！

纪念创刊60周年，大力铺陈岁月、总结经
验、点赞成就，其最高指向就是面向未来、再接
再厉、重整行装再出发。时下，草木蔓发，春山
可望。坚信在报社党委坚强领导下、在报社新
老同仁团结务实的努力下，《白城日报》传统主
流媒体的风范一定逆势彰显，其旗下方兴未艾
的融媒体也将风光八面，白城日报社的明天会
更加美好！

我们衷心祝愿并热切期待着！

青春如梦，岁月留香，唯有那份纯粹的
美像一幅画卷，永远定格在人们的心中。

上个世纪的80年代初，我在吉林大学
中文系毕业后被留在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驻
吉林记者站，可是由于自己的不自信，毅然
回到故乡，在白城日报社做了一名驻镇赉县
记者。

初次做记者，正逢《白城日报》走过
22年历程，正是风华正茂的青春时期，我
也处在韶华年龄，人与报纸同芳华，裁一纸
时光墨染流年，将白鹤之乡的新闻变成文
字，油印在充满朝气的《白城日报》上。

仅仅两年，我被调回《白城日报》编辑
部。当时报社没有办公楼，与文联的《绿
野》编辑部挤在地委机关印刷厂楼上，十几
名编辑记者在一个办公室里办公，条件十分
艰苦。我吃在地委机关食堂，睡在办公室的
床上，如果赶上加班加点，我要等到午夜办
公室的人下班才能入睡。尽管如此，我们这
些编辑记者从不抱怨，乐此不疲地用心、用
眼、用笔记录宣传八百里瀚海人民的进取精
神。《白城地委在改革中谋划新思路》《白城
行署新的一年新规划》《白城香槟并非香
槟》《白城站前广场怎么了》等一些有反响
的稿件新鲜出炉，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
使《白城日报》成为鹤乡人民不可或缺的一
道精神食粮。

随着《白城日报》在全国的影响力，在
《白城日报》进入壮年时期，一座气派的报
社办公大楼在中兴西大路拔地而起，我作为
一名新闻记者也是收获满满。在《人民日
报》举办的全国“经营一招”有奖征文中，
我撰写的《骑在羊背上的总经理》一文荣获
一等奖，获得丰厚的奖金。在《羊城晚报》
举行的全国“读书”有奖竞赛中，我撰写的

《赌书》荣获一等奖，从此，我开启了获奖
模式，在《经济日报》《工人日报》《吉林日
报》《法制天地》《今天》等多家国家、省、
市报刊有50多篇新闻稿件与文学作品获
奖。特别是我创办撰写的《市井凡人》专栏，
发表近50篇卖地瓜的、放风筝的、修鞋的等
接地气平民百姓的平凡生活，非常受读者喜
爱。我在《白城日报》创办的《岁月见证白城》
专栏发表的《家家酱缸放屋外》《黏豆包冻成
铁蛋蛋》《嘎拉哈姑娘们爱》《马蹄挂掌跑得
快》等白城二十大怪也非常受百姓青睐，后
来集结成《纵览白城》一书作为白城市委

“五个一文化工程”献礼，永远留存。
《白城日报》不仅润泽了我的文笔，给了

我记者的灵气，而且也给了我作为一名新闻
人的勇气。记得上世纪90年代那场洪水，报
社领导指派我自己找车，马上去抗洪一线写
报道。我坐上通过抗洪一线送物资的汽车，
火速赶往嫩江沿岸，当天发回《军民携手奋战
抗洪一线》《坝上的建军节》《校长满意最满
意》（第一个满意是人名）3篇稿件，报社领导
十分高兴，随后我一直在抗洪前线奋战12
天，曾冒险坐快艇奔驰在洪水滚滚的嫩江上
采访抗洪勇士，最后写下了很有反响的长篇
通讯，历练了我作为一名新闻人的成长……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已离开我热爱的《白
城日报》10年了，并从鹤城迁往江城安度晚年。
伴随着风风雨雨，《白城日报》也走过60个春
秋，我之所以在今日繁花似锦的生活年代还由
衷地怀念《白城日报》，激荡起记忆的洪波，是因
为《白城日报》今非昔比了，办公楼改造、融媒体
建设……一切都日新月异。

异乡一轮月，不如故乡一盏灯。如果说
我这名新闻人还有诗和远方，那么，这个诗与
远方就是我心中的《白城日报》。

悠悠六秩风华，漫漫征程如歌；风云一纸书
鹤乡，笔力千钧写担当。

60年来，一代代白报人不忘初心、砥砺前
行，把青春和热血献给了党的新闻事业，献给了
这座瀚海之城。

当时光的齿轮转回2015年9月，我作为瀚
海学子参加事业单位考试，进入了白城日报社，
将专业变为职业，我与《白城日报》的缘分也由此
展开……

在报社工作了8年，我的编辑工作也做了8
年。8年里，我从综合新闻编辑转到要闻编辑，
从桃李年华走到了花信年华；经历了《白城日
报》全部版面彩版印刷，见证了报社大楼改造后
新的办公环境；今天，更有幸为《白城日报》创刊
60年而庆祝。

一报在手，为岁月留痕、为大地留印、为时代
留声。

于我而言，这是一段宝贵的经历，我对编辑
这份工作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刚来到编辑部时，
看着同事们得心应手地组版、画版，主编为了更
改合适的题目斟字酌句，总编辑为了准确用词反
复推敲，内心的敬佩油然而生。对于报纸而言，
不论是宣传导向，还是标点文字、图片元素，编辑
都需要认真核实、精编细校。唯有用心编辑每一
篇稿件，精心编排每一个版面，才能肩负起这一
份神圣的职责使命。

无边岁月眼前过，而今犹留纸墨香。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白城日报》凝心聚
力、放声讴歌，撰写了一部鲜活饱满的“白城当
代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党的二十大召开……每一个
重大时刻、重大节点，我们都会推出专刊、特
刊，进行浓墨重彩地宣传，让每一个白城人都
能听到《白城日报》振臂高呼、加油鼓劲的最
强音！

而每到这些时刻，深夜的白城日报社三楼
报纸编辑中心也总会灯火通明。四季更迭，那
些数不清的日日夜夜，同事们从年轻气盛熬到
双鬓微白，敲打键盘的手指磨出了茧，层层加厚
的眼镜留下了岁月的痕迹。

说起与《白城日报》的另一个缘分，是我与爱
人相识与此。我们同为白城日报社大家庭的一分
子，因相爱组成了温馨的小家。他是奔波在外的
新媒体记者，我是守住阵地的报纸编辑。虽做着
不同的工作，却有着相同的梦想和责任。2023
年，在白城撤地设市30周年之际，我们合作制作
短视频《白城——今天乘风逐梦》，发表在新华社
客户端，这也是我在媒体融合大潮中的一次尝试，
收到了良好的反响。

流逝的是时光，不变的是担当，我们在这座
城市需要的时候，从不吝言。

60年，正当时，《白城日报》永远是这座城
市发展的见证者、参与者、建设者。

2015年，一个23岁懵懂的大学生正式
成为白城日报社的一员。

转眼间，年华飞逝，来到单位工作已有8
年多，我也已过而立之年。这几年的采访中，
我追赶过凌晨四点的星星，经历过瓢泼大雨
的冲洗，感受过似火骄阳的炙烤，行走过午夜
漆黑的岸堤。

有人说，你真是个采访狂人，一个月能写
40多篇稿子、拍30多张照片，拍摄剪辑十余
个视频，我笑笑，没有回应，这也许就是对新
闻事业的热爱吧。

8余年时间，经历的一个个采访，就像是
空白纸张上绘就的一幅幅笔精墨妙的美术作
品。在我的心中，新闻采访工作就如那满园
开放的鲜花，每个采访都有其特色。我沉醉
其中，享受着其中的美妙。采访的每一幕，都
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我与白城日报共奔跑，
用脚步丈量着白城的土地，新闻事业也在日
渐深入我的骨髓。

8余年时间，每一次采访都让我倍加珍
惜，与领导和同事的每一次交流都使我深刻
铭记，前辈们的谆谆教诲让我受益匪浅。

2022年以来，在单位新一届领导班子的
科学部署和有力指挥下，单位成立全媒体指
挥中心，新闻工作制度化、体系化进一步完
善；办公楼提升改造，办公环境焕然一新；全
体人员责任心进一步增强，自身素质不断提

高。我有幸工作在这样优越的环境中，坚定
不移用脚、用脑、用眼、用笔采访、记录和宣传
白城的发展变迁。

2023 年，我在 《白城日报》 发表的
《“辽吉历史文化街区”开建！》《白城市
南部城区九年制学校即将开建！2024年7
月竣工！》《白城市春华园（原森林公园）6
月1日对外开放！》《白城中医院异地新建
项目即将动工！选址在这里！》《预计年营
收44亿元！洮北区铅碳电池生产和废旧铅
蓄电池综合利用项目进展火热！》等近30
篇全媒体报道深受读者关注，使我深刻感
受到了媒体记者的价值，坚定了我的信心，
让我不断成长。

有人说，人这辈子最幸福的事，就是能够
从事自己喜欢的职业。我庆幸，我实现这个

“梦想”了。在我的心中，新闻采访工作已经是
我多年来的一个老朋友，没有她，我仿佛失去
了什么，感觉无所适从。

2024年，《白城日报》已走过一甲子的时
光。新时代，白报人正在继续发光发热，书写
崭新篇章，创造新的辉煌。

在我的心中，《白城日报》就像那道白
月光，她一直照耀着我前行，让我与她共
同奔跑。欣逢《白城日报》创刊60周年，
真心希望单位越来越好。白城日报，六十
年，正青春！

用视频记录每一次热爱用视频记录每一次热爱
●本报记者 刘冠男

我 与 报 社 共 青 春我 与 报 社 共 青 春
●张庆杰

以不息为本 以日新为道
●张炳清

与我热爱的新闻事业共同奔跑
●本报记者 李政孚

我与我与《《白城日报白城日报》》的双向奔赴的双向奔赴
●本报记者 颜亦君

见 证 与 祝 福见 证 与 祝 福
●李文斗

一甲子牢记使命薪火相传。我这个半路出家有
着30多年新闻龄的老报人，亲眼见证了《白城日报》
从单一纸质报到纸质电子并存的数字报的嬗变。

见证一：从初学画版到完成首次采访
1986年11月初的一天，我怀着兴奋而又忐忑的

心情，走进原白城地委行署大院，在报社三楼北侧的
某个办公间，见到了政文部主任刘蔚天、副主任赵怀
义，唯一的编辑寇冠此时正伏在桌上对着稿件查字
数、画版。

最初几天，我的工作就是学习编稿。赵怀义告
诉我：一字不改是好编辑，推倒重来也是好编辑。
当时我不以为然。在我看来，这编稿与我之前当
老师批改学生作文差不多。后来时间长了才逐渐
体会到这是经验之谈。编稿之余，我更喜欢观察
老编辑画版。十几天后，我画出了我编辑生涯中
的第一块版。在主任审完大样后，我拿着版样到
一楼的机关印刷厂监督改稿，目睹了工人师傅是
如何摆弄铅字的，佩服他们居然能够轻松地辨别
反着排的铅字，排版师傅却一脸真诚地回曰：“无
他，技熟罢了。”

得知版上编辑除了处理记者和通讯员来稿，也可
外出采访，我就暗暗期待着有这样的练手机会。没过
多久，东方歌舞团到白城演出，我有幸和寇冠承担起
采访著名歌手远征的任务。在白城剧场，远征为白城
观众献上了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演出结束后，我
们在宾馆见到了远征，近距离地和她进行了交流。
远征热情地接受了本报的专访，简要讲述了她的成
长经历以及她对白城的印象。朴实无华的穿着，亲
切随和的谈吐，令人钦佩。带着莫名的兴奋，我连夜
赶写了1000多字的新闻专访。经寇冠和二位主任审
改，最终以《深冬时节访远征》为题，刊发在《白城报》
第三版。

见证二：本土作者以在《原上草》副刊发表作品为荣
早在《白城农民报》时期，本报就有了文艺副刊

《原上草》，只是不定期，也没有固定的副刊编辑。从
1988年《白城日报·星期刊》与读者见面之后，我就成
了专职副刊编辑。6年间，我通过这块副刊，结识了
一大批域内外的文学作者。其中不乏知名作家诗人；
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文学青年，扶植了近百名有发展潜
力的本土骨干作者，使他们成为在白城地区颇有知名
度的人物。

见证三：1998抗洪，记者部群星璀璨
1998年夏秋间，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袭击

白城。一时间，抗洪抢险成了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
到抗洪前线采访的重担自然就落到了记者部的肩
上。当时记者部有11人，我作为记者部主任，除了
给记者指派任务，还要参加市里的会议并采写会议
新闻。

随着各地险情的升级，派驻记者的稿件也越来越
多，其中不乏难得一见的现场短新闻。在那段特殊的
日子里，我每天都沉浸在改稿签发、写稿、传稿的紧张
忙碌中，累并快乐着。既为记者们的勤奋多产感叹，
也为记者们的点滴进步而欣慰。3个月抗洪抢险战
役的历练洗礼，记者们都收获满满，就连刚参加工作
不久的年轻记者也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骨干。

半世纪耕耘不辍再著华章。在手机信息泛滥、
自媒体资讯真假难辨的当下，党报的权威性、真实
性、严谨性及其不可取代的公信力，得到了社会大
众的广泛承认，这就是党报的存在价值。希望报社
年轻一代的编辑记者们，利用好手中的数字工具，
续写《白城日报》新的辉煌：以不同的视角给读者
以不同的阅读体验，进而把白城推介给全国乃至世
界。相信你们能够做到并且做得更好。这是一个退
休老报人的希望与祝福。

薪 火 相 传 接 续 启 航

提升改造后的报纸编辑中心休息区。

1986年1月1日，《白城农民报》更名为《白城报》，同时接收白城光华印刷厂，
购置了自动照排胶版印刷设备，成为全省第一家“告别铅与火，迈入光与电”的报
社，在全国同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

上世纪80年代，报社编辑、记者的办公环境。

1992年，白城日报社综合楼即将落成。综合楼投入使用后，编采办公条件大为改善，印刷
厂印刷车间实现了规模扩容。

1988年1月1日，《白城报》更名为《白城日报》，并成立广告部，首次实行招标
承包。

1989年，《白城日报》实施报纸自办发行，组建了白城日报社发行公司，各县市分别建立了发行
站，各乡镇设立了发行点。近400名发行人员活跃在城乡投递第一线，加快了投递速度，白城地区
各地及铁路沿线乡镇都可以收到当天的《白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