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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每天凌晨 5时就带着刚刚印
刷完毕、散发着油墨香味的《大同日报》
和《大同晚报》出发，穿过城市的大街小
巷，把第一缕沁人心脾的报“香”送到
读者手中。夏晓科是这个团队中的一
员，他们一起为《大同日报》《大同晚报》
最后一个投递环节“保驾护航”。

2004 年 12 月，夏晓科进入大同日
报社工作，十几年间，他一直扎根在人
事部门，为报社的新闻采编事业做好
保障服务工作。2018年 1月，他正式加
入发行团队，为报纸的征订和投递工
作奔波努力。“到了发行部门才知道，以
前对报纸发行工作的了解一直停留在
表面。这是一个 365天，几乎全年无休
的部门。经常听人说，‘地球不爆炸，记
者不放假。’其实不放假的何止记者，从
采编到投递一整条线的工作人员都不
能休息，我们这最后一个环节更得做
细做实。”夏晓科说，报纸发行是后半夜
上班的工作，从编辑部排版到印刷厂
完成印刷，一般都是凌晨时分，这个时
候投递员第一时间上岗，正式开始一
天的送报工作。

发行是报纸出版工作的最后一个
环节，包含了报纸的征订和投递两项
工作，可不是光送报纸那么简单。“从
后勤部门到发行部门，我觉得最大的
变化就是身上的担子比以前重了，因
为有了征订压力。现在一有时间，就琢磨着怎
么多征订报纸，为咱报社发展出一份力！”说到
征订、发行工作，夏晓科感慨地说，2023 年是极
不平凡的一年，他和同事们明显感觉到发行征
订工作比往年更加困难和艰辛。但路都是人
走出来的，他们在做好征订、投递等重要环节
工作的同时，加大与商家合作力度，利用“媒
体+电商”双引流，纵深拓展土特产品与物流配
送市场，在摸索中开辟新的发展天地。

2024年是《大同日报》创刊 75周年，“我们发
行团队将以‘钉钉子’的精神推进改革发展的各
项工作，充分利用固定征订、流动征订、电话征
订、预约征订和线上征订等方式，积极探索利用
快递网络运输和邮局网络代投报纸的双轨制发
行模式，做好党报党刊投递‘最后一公里’的服
务，为大同日报社的全面发展作出应有的贡
献！”夏晓科信心满满地说。

本报记者 张世敬

冲在新闻事件第一线，用镜头
定格新闻事件，用影像记录大同巨
变，用图片讲述大同故事……这是
大同日报社摄影记者的工作和使
命。李冬宾便是其中之一。

初见李冬宾时是在“砥砺奋进
的五年”成就展开展式上。他冲在
了记者的最前头，穿梭在观展的人
群中，不停地记录着这一重大活动
的精彩瞬间。在后续的工作中，记
者了解到摄影一直是李冬宾最大
的 兴 趣 和 爱 好 ，2005 年 来 到 报 社
后，从日报摄影部出发，开始奔赴
属于他的“诗与远方”。在古都灯
会，他顶着刺骨的寒风，守灯之余，
走遍城墙，记录着人面花灯相映红
的最美场景；在全市“两会”现场，
他把镜头对准代表委员，努力捕捉
他 们 讨 论 的 精 彩 时 刻 ；在 省 运 会
上，他扛着沉重的摄影设备，跑遍
赛场，使出浑身解数、十八般武艺
抢拍精彩瞬间……近 20 年来，他从

汽车旅游文化嘉年华到古都灯会，
再到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从古城
保护与修复工程开工到古城墙合拢
护城河贯通，再到古城成为游客热
门打卡地；从兴云桥通车到大张客
专开通、大西高铁全线贯通，大同进
入高铁时代……他用镜头记录着大
同发展的点点滴滴，与报社和这座
城市共同成长、不断蜕变。

古城承载着大同人民的梦想
与期待。从 2009 年起，市委、市政
府实施了一系列大同古城保护与
修 复 工 程 ，2016 年 11 月 18 日 ，随
着 3 块 铜 质 纪 念 砖 在 西 城 墙 砌 筑
到位，最后一罐混凝土浇筑完成，
大 同 古 城 墙 全 面 合 拢 ，护 城 河 全
线贯通。“我记得当时活动分为两
部分，我们提前到达了现场，燕伟
在 前 台 等 领 导 宣 布 ，我 上 了 升 降
车 ，负 责 拍 摄 砌 筑 。 升 降 车 大 概
有 14 米高，风一吹车摇摇晃晃，腿
不 由 自 主 地 哆 嗦 ，但 是 等 活 动 开

始 拍 摄 的 时 候 ，也 就 忘 了 害 怕
了。当时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城
墙 上 下 一 片 欢 腾 ，我 的 心 情 也 是
激情澎湃。”每当回忆起当时的情
景，李冬宾都感慨万千。

《实施“山西第一煤”》《古城墙
合拢护城河贯通》《汽车旅游文化嘉
年华奉上惠民盛宴》包揽 2016 年度
山西新闻摄影作品年赛金银铜奖，

《古城墙合拢护城河贯通》还获得
2016 年度山西新闻奖二等奖……
在报社的每一天，李冬宾都收获满
满 。 如 今 ，随 着 新 媒 体 的 不 断 发
展 ，报 社 也 迎 来 了 转 型 的 关 键 时
刻。“摄影记者的工作性质，让我们
转型有着天然的优势。我也会用好
长期从事拍摄工作及熟练运用摄
影、照片处理技术的技能和优势，学
好新知识，用好新平台，努力由单一
型摄影记者向全媒型记者转变，继续
用光影讲好咱们大同的故事。”李冬
宾说。 本报记者 郑苗苗

对李明璇来说，记者是个充满挑
战的职业，“很长一段时间都很迷茫，
觉得自己不适合，胜任不了。”在外人
看来，新闻传播学本硕出身的她专业
对口、能力强，是名优秀的新闻记
者。“刚入行时听到这样的评价不免
心里发虚，我自己心里清楚，离‘优
秀’差得远呢，甚至可以说是很远。”

很少有人知道，读大学时李明璇
曾转过专业，因为对从事这个职业没
有信心，也缺失兴趣。但兜兜转转也
好，命中注定也罢，最终还是入了行，
记者一干 7 年。“我认为这是无数个
阴差阳错背后的必然选择，既然来
了，就得干好，让不适合变成适合。”

对记者这个职业的理解，她完全
是从工作中一点点干着摸索出来的，

边学、边写、边观察、边体会。有老记
者带着，自己也得下功夫钻研。回忆
起刚进报社做见习记者的时候，没有
任何实践经验的她先从各大报刊官
网找来同类文章进行学习参考，定下
文章方向和框架后，才有的放矢地进
行采访。不同于其他部室记者深耕
某一领域，做时政记者涉猎范围更
广。党中央的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
当前经济形势和近期政策利好、市里
培育发展的主导产业、亟须改革的重
点领域、社会关注群众关切的热点问
题……“只有我自己了解了、弄懂了，
才能讲明白、写清楚，得为信息的传递
与受众的接收负责。”有时候仅为确保
一个词语使用得贴切，李明璇会花很
多时间翻阅资料，看专著、查论文。在

她看来，一句话是否为专业的表述和
最新的提法非常重要。“我不觉得麻
烦，准确是新闻语言的核心，文章写出
来不能露怯，更不能误导别人。”

选择见证和记录是一种修行。
当记者后，李明璇觉得挺辛苦，但也
很满足。工作后，她遇到很多不同
的人，听到很多不同的故事，拥有很
多宝贵的经历。“它不断拓宽着我的
视野，很多‘在场’的时刻让我深受
感动，也备受启发。我渴望成为这
个社会的观察家、记录者，尽可能地
描绘事件的全知轮廓，倾听世界上
各种声音。”见证的力量使人坚毅，
而肩负见证使命的记者们行稳致
远，李明璇时刻预备着，也一直在前
行。 本报记者 韩云峰

“老一辈新闻人身上那种‘铁肩担道义
妙手著文章’的职业理想与报人风骨令人
敬佩，这对于学生时代正在塑造职业观的
我来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让我对新闻
行业满怀好奇与崇敬。”带着这份憧憬，张
彩峰研究生毕业后就入职了大同日报社，
成为一名记者，至今已有 4年多时间。

“记者的上下班时间、工作地点都是不
固定的，常常 5+2，白+黑，节假日采访是家
常便饭，‘跑’完现场就出稿，深夜反复推敲
修改稿件……这些都是工作常态。”从象牙
塔到新闻采编一线，让张彩峰对新闻工作
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体会，也充分体验到
了记者光鲜亮丽背后的辛苦坚守。

参加工作以来，最让张彩峰难忘的采
访经历是 2022 年 10 月，大同“四区”切换到
了静默模式。她说：“当时接到社里紧急通
知安排，派我深入抗疫一线，报道疫情期间
我市居民生活物资供应情况。那段时间，
我每天身着防护服，前往大型超市、农贸市
场、粮油仓、居民小区等保供现场，先后采
写了《我市全力保障居民生活物资供应》

《“粮袋”足“菜篮”满——记者直击农贸市
场、粮油仓保供现场》《品类齐全 经营有序
—— 记 者 直 击 御 东 临 时 批 发 市 场 开 市 首
日》等稿件，向广大民众介绍保供情况，提
振全民抗疫信心。”此外，疫情期间张彩峰
还深入首批大同籍内蒙古高校大学生安全
返同、第一批滞留旅客离同返程现场采访
并采写多篇稿件，用最鲜活的笔触记录了
那些重要时刻。

“回首来时，辛苦与坚守成为了一种习
惯，收获与成长愈加清晰。当写出的每一篇新闻稿
件被认可、当真实记录的事件被关注，我心里就会有
满满的成就感。”张彩峰谈到作为一名年轻记者的工
作感悟时说：“也得益于这份职业，我能够从别人的
生活里看到人生的多种模样，从而让自己的人生厚
度不断增加。我始终为自己能够用镜头和文字记录
家乡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感到骄傲，为能够向社会传
递正能量的故事感到自豪。”

“很荣幸以一位‘自家人’的身份见证《大同日
报》创刊 75 周年这一重要时刻。未来的日子里，我
将始终坚守初心，以我手中的笔书写家乡情，讲好
百姓事，与《大同日报》一路同行、共同成长，在报业
融合的发展之路上迎接更美好的明天。”张彩峰坚
定地说。 本报记者 何嫱

“来报社 6 年了，从小小的主
持人到多媒体全面手，我和报社正
在共同转型着、成长着……”在《大
同日报》创刊 75 周年这个重要时
刻，我们将目光聚焦到了一位刚进
入报社 6 年，却在新媒体岗位上崭
露头角的年轻记者李浩楠。

“新媒体时代和以前完全不
同，对记者有了更高的要求。”李
浩楠说：“作为一名新媒体记者，
快 速 、准 确 地 获 取 信 息 是 基 本
功。要时刻保持着对新闻的敏锐
嗅觉，能够在纷繁复杂的信息海
洋中迅速捕捉到有价值的线索。”

6年来，李浩楠不断学习和掌握
各种新媒体技术，从文字编辑到图
片处理，从视频制作到社交媒体运

营，他无所不能。“H5、抖音、快手、视
频号的制作；航拍、视频剪辑、运镜的
学习……感觉做新媒体记者就是要
不断地进步、充电。”李浩楠善于运用
多媒体手段，为读者呈现更加丰富、
多样的新闻内容。他深入了解受众
的需求和喜好，通过创意和创新，让
新闻更具吸引力和感染力。

“紧抓时效性是新媒体记者
最重要的技能之一，把握真实性
是新媒体记者的职责所在。”在突
发事件面前，李浩楠总能尽快赶
到现场，用手中的笔和镜头，记录
下一个个真实而感人的瞬间。他
的报道，既有深度又有温度，赢得
了 广 大 读 者 的 喜 爱 和 赞 誉 。 同
时，他还深入挖掘事实真相，为公

众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我们
不仅仅是信息的传递者，更是社
会的观察者和推动者。我要用自
己的文字和影像，传递正能量。”
李浩楠说。

6 年 的 时 光 ，对 于 李 浩 楠 来
说，是成长，是磨砺，更是使命的
担当。当被问及下一步的工作计
划时，他坚定地说：“我要适应时
代的变化，不断创新，为读者提供
有价值的信息；要坚守真实和公
正，维护媒体的公信力；要不断传
递正能量，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贡献自己的力量。”

李浩楠是大同日报社新媒体
的工作者，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
新媒体环境下记者的担当。愿更
多的记者能在新媒体的浪潮中，
不断向前，勇攀高峰。

本报记者 郝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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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赠报，手留墨香。

精彩瞬间，我来定格。

手挽手努力前行，咱们报人有力量。

我是记者，我最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