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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带来的欢乐
让负责体育板块和中国新闻板块的

编辑陈汇江回顾自己这一年的工作，他讲
得最多的是世界杯。那半个月的工作紧张
而忙碌，但是对他这个体育迷来说，也是个
非常享受的过程。如电影回放般闪回几个
月前，欢乐的一幕幕又回到我们眼前。
“汇江，晚上德国对墨西哥，哪队

赢？”同事老马从办公格子探出头来，抻
着脖子问。今年俄罗斯世界杯，编辑体育
版面数十年且全权负责世界杯报道的陈
汇江已然成了一名专家。“当然是卫冕冠
军德国了，还用问吗！”陈汇江信心满满
地回道，又从球员配合到教练布阵再到
对手，头头是道地分析了一遍。“哦，那我
就和朋友赌墨西哥赢了！”老马淡然说
道，“你认为赢的，那肯定得输，问你就是
给自己增加点儿把握！”“呃……”陈汇江
一脸愕然，“晚上看结果吧，你会哭得很
惨的！”

第二天，老马一脸奸笑飘过来，“谢
谢了啊，托你的福，墨西哥1：0干掉了德
国！”顶着两个黑眼圈，陈汇江欲哭无泪。

2006年德国，2010年南非，2014年巴
西，到今年俄罗斯，4届世界杯，陈汇江都
是全程策划报道。万万没想到，俄罗斯世
界杯，让陈汇江由专家变成了“砖家”，N
年前的绰号“背背托”也被翻了出来，不
时被同事们调侃。

好在，报纸版面的世界杯报道内容
依旧精彩，图片劲爆，标题抢眼，版式给
力，这就够了！作为报纸编辑，陈汇江时
常为精彩版面开心快乐，但也因找不到
好稿子而苦恼，因标题不理想而烦躁，因
图片没意境而戳火……

从《北方新报》2001年创刊起，陈汇
江伴着这份报纸，度过了自己的第17个
记者节，这一路相依相偎，相随相伴。他
希望，自己能一直走下去！2022年卡塔尔
世界杯在冬天踢，陈汇江相信自己还会
编辑世界杯的特刊。那个在冬天举行的
世界杯，编完稿子该是会跟同事们相约
去吃火锅喝啤酒看球赛吧？

记者节：我们坚守在新闻阵地上
文/本报记者 查 娜

又一年的记者节来临，这是个不放假的工作节日，我们仍坚守在新闻的阵地上，兢兢业业。今天，我们勾勒自
己———记者、编辑。这一年，时代的巨浪继续冲击着传统媒体，我们也面临着媒体融合的考验和挑战。这一年中，
我们有所改变，有所突破，不变的是对新闻的追逐和敬畏。碎片化的阅读时代，我们仍坚持着精致的创作。

全年无休的
全能记者

在北方新报社记者部，牛天甲是最
忙碌的记者。他说自己是“全年无休”的
记者，而在同事们眼里他更是个业务全
面的“全能记者”。从2005年来到北方新
报社成为一名实习生，牛天甲已经在记
者部干了整整13年，这13年他一如既往
地辛勤和忙碌。

从参加工作至今，牛天甲参加的全
区和全国大型采访报道数不胜数。2013
年去辽宁参加全运会，是牛天甲印象比
较深刻的一次经历。10天的赛事，每天要
准备一个整版的新闻报道。每天早上带
上相机和电脑出了门，紧张的工作就开
始了。采访赛事、现场写稿，中午就在比
赛场地吃一碗泡面，休息则是在往返的
大巴车上打个盹。晚上回到驻地，仍要加
班准备第二天的采访提纲和联系第二天
需要采访的教练、运动员。10天的赛程，
牛天甲的工作就像打了一场大的战役。

2015年以来，随着北方新报社融媒
体转型的步伐逐步加大，很多编辑和记
者调整了岗位，记者们承担的采访任务
更重了。由于在采访中逐渐提高了摄影
技术，以及摄影记者们纷纷调换了岗位，
牛天甲从文字记者逐渐转型为“文字加
摄影”的复合型人才。这使他的采访任务
量远远大于其他同事。

全区两会、昭君文化节、草原文化
节……每个重要活动的现场，都有牛天
甲的身影，扛着长枪短炮的摄影器材，带
着随时写稿和传稿的笔记本电脑，他的
工作节奏是同事们“望尘莫及”的。周末
和节假日，是各种活动最集中的时候，这
也意味着别人休息的时候，牛天甲反而
会更加忙碌。已经多久没休过周末了，牛
天甲自己也说不清了。妻子总是抱怨，周
末的时候别人家都是一家三口出去玩，
你总是忙的影子都抓不到，啥时候咱们
一家三口能安生地一起度个周末？每每
这时，牛天甲都会很愧疚，可是面对采
访，他还是放不下。

新媒体需要
“孜孜不倦”的心

张圆是北方新报融媒体———正北
方网的一名记者。2013年入职正北方
网至今，他经历了新闻载体从互联网
演变到智能硬件的重大变革。这一切,
让他在享受新媒体发展的速度与激情
的同时，也慢慢练就了一颗“孜孜不
倦”的心。

2013年，网络媒体在内蒙古自治区
还属于新鲜事物，每天上网读新闻还
是一件令大众自我感觉优越的事。当
时，张圆采写的新闻还是以文字和图
片为主，至于手机直播和短视频新闻
等新媒体形式，最多也就是当时人们
“正在预见的未来”。尽管从发布的速
度和信息的承载量来看，当时网络媒
体的传播形式和途径还是很高效的，
但是由于阅读工具的限制，大家看新
闻以及网络媒体记者发送新闻稿件的
时间都是相对固定。这样，记者对时间
的掌控就主动一些。

当新媒体时代来临，手机作为新
闻的载体，随时随地“所有人对所有
人的传播”形式令张圆和同事们应接
不暇，他们与各种新媒体环境的比赛
也相继拉开了帷幕。最初，新媒体的
即时性是让张圆最难适应的瓶颈。于
是，张圆和同事们想办法，对一些可
控的新闻时间做预判和策划，每个采
访多人参与，配备各种高效的采访工
具，争取在第一时间做出各种形式的
新闻。

两年时间，张圆静下心来，一点一
滴学习。从微博到微信，从图文直播到
视频直播，从3分钟以内的小视频到当
下流行的15s短视频...... 他用自己“孜
孜不倦”的心，完成了一个个新媒体形
式的从无到有、从无人问津到粉丝百
万的蜕变。

从平面到立体的
思维转变

今年6月份，做了13年报纸编辑的孟
捷，成为了一名新媒体编辑。

孟捷算得上是北方新报社的元老级
采编人员。2001年《北方新报》刚创刊时
孟捷就来了，做了4年记者，写过科教文
卫和政法各个口子的新闻，还赶上了
2003年的非典，深入疫区做了一线报道。
2005年，孟捷调整到编辑岗位，成为了专
刊部的一名编辑。13年的锤炼，让孟捷成
长为一名经验丰富的编辑。

随着北方新报社融媒体改革的进
一步深化，原来的报纸编辑要转型成为
新媒体编辑。5月份，孟捷成为正北方客
户端编辑，负责内蒙古新闻板块。以前，
就是跟图片和文字打交道，如今则要用
上视频、音频、图片等十八般武艺。新闻
的表现形式从平面变的立体，容量也翻
倍了。

今年下半年，孟捷的工作时间和工
作强度都加大了。她坦言面对这次转型，
最初有过一段时间的忐忑，而最终她选
择了积极学习和改变。一上午少则四十
多条多则七八十条新闻将要发布。下午
则是将《北方新报》原创新闻编辑后进行
发布。现在《北方新报》的新闻依照先网
后报的顺序发布，所以新媒体编辑要比
报纸编辑更迅速地发布新闻，并且要综
合运用视频、音频等多种手段，让新闻更
生动、与读者的互动性更强。

网络编辑的工作状态需要随时待
命，日常工作中，早班要从早上6点开始
到下午1点，1点之后由同事接下午班，到
晚上7点之后，再接同事的班值夜班到晚
上12点。也就是说，两名编辑要从早上6
点值班到晚上12点。

新媒体编辑的岗位让这位新闻战线
的老兵学到了更多新知识新技术。孟捷
说，现在自己还远远达不到得心应手的
阶段，但是她喜欢现在的工作，她愿意接
受更多的挑战，更愿意在学习中不断丰
富和提高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