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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长期关注
厦门日报社旗下
媒体、新媒体，与
厦门日报社旗下
媒体、新媒体之
间有特别深厚的
感情或特别动人
的故事。

2. 遵 纪 守
法，作风正派，无
不良记录。

>>提醒：我
们还将选登一组

《我与厦门日报
社 读 者 节 的 故
事》，欢迎新老读
者 朋 友 联 系 我
们，讲述您和我
们的共同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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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柯恺筠
昨日下午，厦门日报微信视

频号发出一条“厦门日报拍客团
要纳新”相关消息的视频，刚好
在下班路上的李慧颖，立即在视
频下留言：“我也想参加！”

今年31岁的李慧颖是《厦
门日报》的忠实粉丝。据不完全
统计，她在厦门日报社新媒体平
台上留下了近百条评论。而她
对《厦门日报》的关注，还要从她
上小学时讲起。

小时候看着报业大厦建起
通过读报识字造句
位于吕岭路的报业大厦开

始建设时，李慧颖就在边上的莲
花小学上学。“我看着报社大楼
从无到有建了起来。”李慧颖说，
同学们都好奇新大楼做什么
用。老师告诉他们，那是报社大
楼，里面工作的有记者编辑，他
们的工作是采访报道新闻。

李慧颖说，大概就是从那时
开始，她对《厦门日报》产生了亲
切感，再加上父母有订阅《厦门
日报》的习惯，在很长一段时间
里，她在父母的引导下，通过读
报识字造句，还了解到更多家和
学校以外的世界。久而久之，李

慧颖对记者这个职业充满了崇
拜之情，读大学时还差点报考了
相关专业。

虽然没做成记者，但李慧颖
跟《厦门日报》的“联系”从来没
有断过。她在工作期间，常需要
给企业写宣传稿。有读报习惯
的她，第一时间想到了可以学习
参考报纸上的新闻通讯。果然，
跟着报纸上的好文章写出来的
内容，得到了领导的认可。

她被派到江西进行通讯稿
写作培训，讲课的老记者分享了
不少工作经历。“通过这次培训，
我更加理解记者这份职业了。”
李慧颖说，培训结束后，她在公
司就专门负责相关内容，独立运
营公司的微信公众号。在这期
间，她依旧每天关注着《厦门日
报》的新闻报道，坚持读报学习。

长大后当起“常驻评论员”
每一条留言都很认真
今年4月，她在厦门日报微

信视频号发布的一条警方新闻
视频下留言，建议将恶意扰乱社
会秩序的违法行为人录入征信
系统。这条评论，李慧颖收获了
62个点赞，像这样获得高关注的
评论，还有不少。留言多了，一

些记者也关注到了这位可爱的
读者。

李慧颖的留言很认真。去
年10月，她在几个厦门风景短
视频下留下了近200字的“抒情
小作文”；今年3月，她在郑小瑛
指挥交响乐团演奏的视频中，写
下自己小时候听演奏的经历；几
天前，她点赞玩转“小众宝藏乐
器”的黄身宁。

李慧颖的留言也充满真挚
的情感。她说，她热爱厦门，所
以从日报的新闻中了解城市变
化；她敬重记者，所以不仅留意
新闻内容，也关注生产这些内容
的人。

“有一段时间，我只要看一小
段视频，就能猜到是哪位编辑制
作的。”李慧颖说，自己每天关注
厦门日报社新媒体动态新闻视
频，已经对编辑们很熟悉了。她
还曾在报纸上看到一张园博苑落
羽杉的照片，便被成熟的摄影技
术深深吸引，悄悄记下摄影记者
的名字，希望在今年读者节现场
向这位记者探讨摄影技巧。

“《厦门日报》贯穿了我整个
成长过程，带给我很深的影响。”
李慧颖说，今后她还将持续关注
厦门日报，与报社共同成长。

“十佳读者代表”被推荐人李慧颖：

我是日报新媒体“忠粉”

人物名片
康章炳，73岁，退
休工程师。

文/本报记者 房舒
图/蔡茂祥 摄
打开袋子，73岁的康章炳拿

出了他的“珍藏”：大大小小的数
十份剪报。有的已经泛黄，有的
还是原来的纸张模样。“这些都
是发表在《厦门日报》《厦门晚
报》上的文章，有160多篇。”康
章炳如数家珍地说道。康章炳
是一名退休工程师，也是有着32
年“报龄”的老报人。从1980年
至今，在厦门日报社举办的各项
活动中经常能看到他的身影。

160多篇见报文章
串起与日报的不解之缘
1980年，31岁的康章炳在

厦门市北溪引水管理所工作。
这一年，他因为单位订报，有了
读报的习惯，最喜欢看的就是
《厦门日报》，“《厦门日报》关注
民生、体恤民情，还接地气。”

康章炳虽是理工科出身，却
也热爱写作，喜欢上读报后，他
开始提笔写作，投稿文章。1980
年5月份，他向《厦门日报》投出
了第一篇稿件，这篇稿件以《人
民渠道人民管》为题，刊登在了
《厦门日报》的第二版。一投即
中，给了康章炳莫大的鼓励。他

开始频繁向《厦门日报》投稿，他
的文字简洁有力，见解独到。同
年10月25日，他的文章《人应当
怎样生活才有意义》在《厦门日
报》刊登。1981年3月，他的投
稿连续被刊登了 3 篇……“为
《厦门日报》和《厦门晚报》写稿，
成了我业余生活中的一大乐
趣。”康章炳说，为了提高写稿水
平，他利用业余时间阅读了大量
的报纸杂志，还养成了每天写日
记的习惯。

2006年康章炳退休，开始自
费订阅《厦门日报》《厦门晚报》至
今。其间，康章炳坚持积极撰稿、
投稿。32年来，他先后有160多
篇文章在《厦门日报》《厦门晚报》
上见报，题材广泛，有评论、散文，
还有摄影、书画作品等。

积极参加报社活动
珍藏的老报纸有好几箱
康章炳告诉记者，每当厦门

日报社有活动，他都积极参加。
1995年，他撰写的文章在《厦门
晚报》的“公交与市民”征文比赛
中获奖，被聘为公交乘客监督
员；他还加入《厦门晚报》的“拍
客联盟”，将投稿领域从文字拓
宽到摄影，为此专门购置摄影器

材设备；2007年，他为第七届读
者节献计献策，获评“十佳金点
子”，在读者节当天来到现场接
受颁奖；同年，他被聘为新闻社
会监督员，为厦门日报社多方面
建言献策。

康章炳告诉记者，自厦门日
报社开始举办读者节起，他每一
年都到场参与，端着相机记录现
场活动，照片也多次刊登在《厦
门日报》上。

在康章炳的家中，有好几箱
宝贝。“都是日报和晚报的历年
报纸。”他说，每当遇到喜欢的文
章，他都会精心裁剪下来，“有时
间还会再拿出来看看。”

如今，康章炳还关注了“厦门
日报”微信公众号，“坐公交车时
就拿出手机翻翻公众号，很方
便。”康章炳说，他还学会了截图、
转发，遇到喜欢的文章，会发给女
儿一起看。

康章炳告诉记者，因为与厦
门日报社多年的互动，他的视野
不断拓展，生活的厚度也在不断
积累。不仅如此，《厦门日报》还
拓宽了他通往文学、艺术的大
道，退休后开始学习书法、国画，
也会第一时间把创作投给《厦门
日报》与《厦门晚报》。

“十佳读者代表”被推荐人康章炳：

我与报社结缘32年

人物名片
李慧颖，31 岁，厦门
市特房物业服务有
限公司职员。

◀李慧颖通过
平板电脑读报。

▶康章炳展示
他珍藏的剪报。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