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 何 把
版面做得好看？是陈

克强每次工作的重点。
“排版要有新意，不能枯燥，要突

出主题。”陈克强说，排版好看，读者才
有读下去的兴趣。虽然长年累月面对

这
项 琐 碎 复

杂 的 工 作 ，但 陈 克
强却认为乐趣无穷。“每次

编辑传输过来文字和图片，在我脑
海中就会有基本的构架出来，然后再
与编辑一起把版面变得生动好看，这
种实现的过程很有意思，我也非常享
受这个过程。”

今年是陈克强工作的第 33 个年
头，他也见证了报纸排版的发展，“我
刚入行时，还是铅字排版，那时要印一

张报纸，光排版环节就有铸字、拣字、
拼版、制图等工序，一版报纸至少要 6
个人，耗时耗力。上世纪 90 年代后，我
们用上了电子排版，印刷业真正告别
了铅与火，迎来光与电的新时代。后面
我们报社也不断更新软件，现在一张
报纸一个排版员就可以搞定了。”陈克
强说，报纸排版的变迁，让他感触颇
深，也更加珍惜科技进步带来的快捷
便利。

“要把报纸‘脸面’装饰得好看，排
版员不仅要有耐心还要有敏锐度。”陈
克强说，标题需要用什么颜色、什么字
体，图片要如何摆放……任何一个环
节都至关重要。“有时候为了让版面呈
现最好，图片文字一再修改也是有的，
还有的时候，凌晨突然来了重要稿件，
做好的版面也得推翻重来。”

“我们的工作是没有休息日的，有
时候节假日更忙。让我印象深刻的是，
2020 年，由于疫情形势严峻，，报社取
消春节休刊，接到任务后，大年初一半
夜 11 点多到位，如期配合同事推出了
第二天的报纸。”陈克强说，工作虽有
辛苦，但是在他和同事们的“精心装
扮”下，一张张报纸如期发行，让读者
有着高质量的阅读感受，心里的成就
感便会油然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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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工作是报纸出版前最重要最
繁杂，也是最后一个把关环节。

“要细致再细致，确认再确认，不
能想当然。”这句话吴瑞钦常挂嘴边，
作为从业 28 年的“老校对”，她说校对
工作是编辑工作的必要延续，是一种
文字性、学识性极强的劳动，不仅需要
火眼金睛，还要有“怀疑”精神。

“每个版面，我们都要一字一句校
对数遍。”吴瑞钦说，校对作为最后的
文字把关者，必须以字、词、符号为单
位，逐字逐句细读，防止想当然，要变
熟悉为陌生，不放过任何一处错误。

“遇到不确定的字词时，除了翻查字典
外，还要跟编辑、记者进行沟通了解，
确保用词用句的准确性。”

在校对的桌子上，《现代汉语词典》
《成语大词典》《编校改错必读》是必备
品。“传统学习是必备的，当然文字的学
习也需与时俱进。”吴瑞钦说，随着媒体
逐渐走向融合，对校对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需要校对从一名文字工作者，提升为
能了解多学科基本知识的“杂家”。“除了
一些网络词汇要注意使用外，校对人员
对于内容的校对还要从文章的背景、出
现的历史进行全盘把控，特别是一些重

大
节 点 的 表
述，要力求精准。”

“校对一直以来的工作
状态是外松内紧，外松是工作氛围的
轻松和谐，内紧是对待工作的严肃、细
致、认真。”吴瑞钦说，校对工作最大的
挑战是每天面临的版面都是不一样的，
工作也大部分集中在晚上，“这就要求
我们要保持充沛的精力，用百分之一百

的
专 注 力 去
工作，提高‘猎错’水
平，完成文稿的校对，确保新
闻报道的准确、真实、无误。”

晚上 11 时，蔡文革照例“早早”来
到闽南日报社印报车间，开始了他今
天的工作。“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检查机
器的各项情况，保障印刷的时候能够
正常运转，这个工作必不可少，更是马
虎不得。”蔡文革说。

报纸印刷的工作时间，有一个鲜
明的特点，就是“黑白颠倒”：上班
时间主要在凌晨零点到早晨五点，和
大部分人的作息时间是反着的。“多
年来，已经习惯这种日子了，按照工
作流程，每天呈现给广大读者的报纸
都是在当日早晨三四点钟印刷出来
的，当然还要看具体情况，遇到下版
晚时，到天放亮也是有的。”蔡文革
说。

报纸的印制看似简单，实则环环
相扣，马虎不得。“哪一个环节都不能
有疏忽。”蔡文革说，只要机器运转起
来，整个人的神经都要绷紧。“报纸印
刷过程中不仅要盯紧机器的各项运转
情况，还要随时观察报纸印刷色彩，
查看报纸有无错漏，发现问题立即进
行纠错处理，直至印刷效果达到最
佳。”

蔡文革 1986 年到印报厂工作，至
今已经满 35 周年，他一直工作在第一

线。作为老师傅，多年的工作经验让蔡
文革已经练就了特殊“本领”——听机
器运转的声音，基本就能判断机器问
题出在哪里。“一些小问题，通常我们
自己就能够进行检修，哪怕出现一些
故障，也要在最短时间内把它处理掉，
尽力保证报纸能够保时保质保量
完成印刷。”

“报纸印刷不
仅 要 讲 究
质

量，也要讲究时效，工作虽辛苦，但是我
们一直强调，用高度的责任心做好
每一份报纸，不让一张不
合格的报纸离开
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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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颖婧：
入职以来，在一次次的新闻实践中，我如同一名稚嫩的

新兵初握钢枪，前辈们坚毅的背影指引我冲锋陷阵，令我受
益匪浅。“物有甘苦，尝之者识；道有夷险，履之者知”，未来，
我将脚踏实地，锐意创新，多一些定力，少一些浮躁，保持“逢
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勇气，在实战中磨砺自我，用新闻之笔
渲染青春底色，与时代脉搏共同跳动。

张程：
2021 年 11 月 8 日，是我进入报社的第一个记者节。入

职已经两个月，有过清晨 4 点拍摄白衣天使驰援疫区、也
有过与同事通宵奋战制作视频节目，期间一共参与制作了
33部短视频、微电影、vlog、宣传片、新闻周报等。作为一名
新闻记者，相机和笔是我的钢枪，在未来的工作中我将追

“新”不止，爱拼会赢！

王怡婧：
入职两个月，我迎来了我的第一个记者节。刚入职就

碰上疫情和党代会宣传，我在忙碌和挑战中度过了这两个
月，从许许多多的新闻前辈身上获益良多，也了解到每一
则新闻背后都凝聚着无数人的努力和汗水，同时我也更加
深刻地理解“记者”这两个字所肩负的使命和担当。最后，
衷心祝愿广大同行们节日快乐！

梁健：
在两个月的新闻工作中，经历了一次次磨练，我感受

到新闻工作给我带来了无穷的欢乐。有幸结识了很多新
同事，在报社工作虽然时间紧、任务重，但是我感觉累并
快乐着。在未来的工作中，我将用自己所学、所思、所想，
让新闻以图片的形式更加生动地展示给读者。

林依妮：
入职两个月，经历了疫情防控和市党代会等大事件的

新闻报道，也参与了“网络安全周”的新闻采写，跟着前辈们
一路披荆斩棘，才发现每篇稿件、每次直播、每个视频背后
都有无数人的汗水，从选题策划、前期筹备再到采访、成稿、
审核和全媒体推送，就像一个烹饪到上菜的过程，我们都在
为“新闻”这道美味撒上严肃又灵动的调味料。

王炜艺：
2021 年 11 月 8 日是我人生中第一个记者节，我为自

己能够成为一名新闻工作者而感到荣幸与骄傲，新闻工
作者肩负着传播党和政府的声音、反映民众呼声的职责
和使命。这是一份光荣的使命，在以后的工作学习中，我
将学深悟透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做一名合格的党报新
闻工作者。

陈嘉珉：
光阴似箭，不知不觉中，我入职报社已近三个月，短短几

个月，我感受到的是记者这个职业的光荣和所背负的重大责
任。每次的采访报道中，我都能在同事的帮助下有新的收获和
认知，对于新闻报道的认识有更进一步的理解，同事、前辈们
的专业素养之高，令我十分钦佩羡慕。未来，我要更加努力学
习，让自己成为一名合格的新闻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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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
诞生记

一份报纸的诞生实属不易。记者从采访到成稿，编辑从改稿

到画版，车间人员组版、校对，电子版图传输到印刷厂，往往是下

半夜了。比起一线的记者编辑，组版、校对、印刷人员往往不为人

所知，他们在每一个万籁俱寂的夜里，为每一篇新闻报道、每一个

新闻版面把好最后一道关。今天是第22个中国记者节，让我们了

解这群新闻工作的“隐身人”，听听他们是如何把记者“笔尖的芬

芳”传递出去。 ☉本报记者 陈晓云 文 方一凡 图

苏艺颖：
刚入职的那段时间，疫情防控形势十分严峻。作为新闻

人，需要为大家提供“前线”消息，有的同事熬通宵只为给市
民们提供最新的消息，有的同事居家隔离时依旧通过电脑
跟进热点。在一条条即时讯息背后，是一群新闻人奔赴在路
上，寻得最有价值最权威的信息。很幸运来到闽南日报社，
在这里感受新闻人的坚守与担当，祝“新闻人”节日快乐！

我的第一个记者节
今年，闽南日报社的一批新成员迎来他们的第

一个记者节。入职以来，他们经历了什么，又收获了
什么……

为了做好每一个版面，责任编辑需
要对记者来稿的文字差错、内容的真实
性以及新闻的规范进行认真审阅、需要
对题目进行精心制作、需要配置精美的
图片。

当这些前期工作做完后，再通过新
闻采编系统传到组版室制作版面，组版
室的工作人员需要对图片进行处理，并
根据责任编辑的组稿思路对版式进行
制作。

待版样出炉，要先后经过编辑部负
责人、主管领导的审阅后，编辑会根据
修改意见对版样进行再度加工处理。待
修改完成之后，还有校对员做进一步的
校对工作。

采访
▼▼

稿件是构成一份报纸的最基本元
素，报社的记者，每天都要面对时政、社
会、经济等各类新闻题材。

一 线 记 者 为 保 证 稿 件 质 量 ，不

仅 需 要 快 速 反 应 ，在 极 短 的 时 间 内
了 解 新 闻 素 材 的 相 关 背 景 ，还 要 付
出 辛 苦 ，抢 在 第 一 时 间 采 写 出 有 价
值 的 新 闻 。

采访后 ，记者构思新闻稿件的框
架、提炼出最有分量的标题、并形成流
畅的文字，而这些工作往往都需要在一
天内快速完成。

编辑
▼▼

▼▼

▼▼

沈可：
11 月 8 日是第 22 个中国记者节，也正好是我入行两个

月的日子。两个月的记者工作，让我深刻地认识到了新闻工
作的不易。从清晨五点的新闻采访，到凌晨四点的视频剪
辑，我们时刻在路上。作为新记者，在两个月的工作中，我学
到了基础的新闻工作技能。在未来，我也将继续强化个人学
习，早日从“菜鸟”记者成长为专业新闻人。

郭宁：
入职两个月以来，我收获了友爱互助的同事，还有不

断的学习机会。记者是一个坚守传统和创新突破相融合的
职业，我们要紧随时代潮流，但也要牢记根本，锻炼好“口
头”和“笔头”。今后，我将努力学习，不辜负“记者”这两个
字赋予的使命与责任。

陈妍：
11月 8日，是我的第一个记者节。刚刚参加新闻工作的

我，没什么经验，好在遇见一群温暖的同事，每当碰到难题，
同事都会伸出援手，每当自己的劳动成果得到大家的肯定
时，便是工作中最大的快乐。未来，我将加强专业知识学习，
一步一个脚印，用图片来诠释新闻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