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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抱全媒体时代 在纸与屏之间穿梭
明天是第23个中国记者节，本报今日推出特别报道，讲述新闻背后全媒体采编人员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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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追梦工作“全天候”

11月8日，是第23个中国记者节。传统媒体转型、媒体深度融合发展成为当今新闻传播业的时代命题，互联网技术
日新月异，媒体的工作模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身处其中的记者编辑们如何转型、如何创新，又有哪些与“融”有关的精
彩故事？本报今日推出特别报道，展现新时代新闻工作者的风采。星光不负赶路人，我们永远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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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编拍剪勇当“技术流”

邵辰芳2013年入职厦门晚
报社，2014年开始从事编辑工
作。今年9月开始，她还兼任厦
门晚报官方微信的编辑。在她看
来，新媒体编辑和报纸编辑最大
的不同是，对时效性的要求更
高，需要“拼手速”。

“报纸编辑能赶在印刷之前
完成编辑任务就可以，新媒体编
辑不一样，如果遇到突发新闻就
要马上抢发，神经要绷得更紧。
对我来说，最大的挑战在于练手
速。”邵辰芳印象比较深刻的是，
今年9月她刚接手厦门晚报官
微时，碰上了突发的疫情消息，
编辑微信推文需要先使用秀米
编辑器操作，再搬到微信的后
台，步骤比较繁琐。当时她刚上

手，不太熟悉，动作难免稍慢一
些，好在有其他新媒体同事帮
忙，最终顺利完成，还取得了不
错的阅读量。

她认为，不管报纸还是新媒
体，最关键的还是要有内容作为
支撑。现在大家更强调的是新媒
体工作的速度，资讯类确实要快，
慢一步就不新鲜了，但这更像是
日常来不及好好吃顿饭而只能吃
快餐的感觉。可以维持生存，却无
法提供全部必需的营养。因此优
质的深度内容不可或缺。

“很多人觉得，深度的内容大
家没兴趣看，其实不是这样。”邵
辰芳举了个例子，前段时间发生
的韩国梨泰院踩踏事故，大部分
媒体只是报道了这一事件，然后
提醒大家遇到这样的踩踏事件该
怎么办。但她看到一个新媒体报
道视频，找到了与众不同的角度。
它是从物理学角度分析人走路的
情况，以及人潮拥挤时的情况，来
说明为什么踩踏会发生，“这个角
度蛮新奇的，可以从根源上剖析
这个问题，知道原因在哪里，才能
够更好地避免踩踏事故的发生。
好的内容还是会受到关注。”

她说，做新闻如果只抢第一
落点，会让人觉得信息泛滥，还
需要后续的梳理、归纳、提炼，往
深度去做好第二落点甚至第三

落点，这也是新媒体编辑未来应
努力的方向。

刘东航2009年入职厦门晚
报社，先当记者，后驻点漳州3
年，2014年转到编辑岗位，2019
年底转型新媒体编辑。“感觉自
己又回到刚开始当热线记者时
的那种状态，不同的是记者随时
准备出发，而新媒体编辑随时准
备制作、修改、推送，有同事形容
是‘被拴在电脑上’。”他记得
2020年有个周末，他在开车回
泉州的路上接到电话，临时要修
改一条微信推文，于是赶紧将车
子开进服务区，打开电脑，连接
手机上的网络热点，还临时买了
图库素材会员套餐，下载素材完
成修改。他最深的感悟是，融媒
体时代对新闻工作者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要更快，传播以秒决
胜；要更准，内容真实始终是新
闻的生命线；要更“狠”，从标题
到表现形式，都要抓人眼球，每
一篇推送，都要直面考验，阅读
量、完读率、点赞在看数……

陈玉清2003年入职厦门日
报社，2012年来到厦门晚报社，
一直从事编辑工作。今年9月开
始，她负责教育圈微信推文的审
核工作。她的主要体会是，新媒
体的内容整体更活泼、更灵活一
些，特别是标题制作上和报纸有
较大的差别，要懂得寻找爆点，
要有创意，语言活泼，才能获得
更多的关注，提升阅读量。这对
于报纸编辑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要积极主动学习新的技能，跟上
媒体融合的脚步。 记者 龚小莞

全媒体时代需要复合
型人才，这从近年来入职晚
报的新记者身上都能得到
体现。采编拍剪一肩挑，他
们成了报社的“技术流”。

两年前，摄影记者陈嘉
新加入厦门晚报这个大家
庭。在此之前，他已有5年
跟媒体打交道的工作经验。
入职后，陈嘉新很快就发现
自己面临新挑战，“以前更
多是拍图，现在，图片、视频
都得拍”。新闻求真求快，在
融媒体时代更为凸显。在
拍摄现场，他常常遇到报
纸上午快报、微信视频号
都要第一时间抢发，拍图、
拍视频、剪辑，统统都要争
分夺秒！有时，真恨不能多
长几双手。

作为摄影记者，陈嘉新
平日里走街串巷，上山下
海，活跃在厦门各个角落。
今年2月 20日晚上，他和
同事陈万泉临时接到前往
军营村拍摄低温天气的任
务。他从同安的家中驱车直
奔军营村，上山弯路多，43
公里的路程开了一个多小
时。当天，军营村最低温低
到-2.3℃。他在一家民宿门
口拍了两分钟，耳朵就冻得
发疼。入屋后，民宿里的空
调制暖开到30℃，尽管他

已经穿上压箱底的羽绒服，
依然抵挡不住从四面八方
侵袭而来的寒意。次日清晨
6 时，军营村仍是天寒地
冻，俩人沿着登山步道往山
上爬，拍下了“冰凌挂枝叶
雾凇满山头”的“冻人”景
象。把图片发回编辑中心后
台后，他们又马不停蹄地投
入短视频制作……

新媒体传播能否成为
“爆款”，有时就只差那么一
两秒。陈嘉新的车里常年备
着衣服——“夏天多带一件
T恤，冬天多带一件外套，
只要有需要，带上拍摄装备
随时都可以出发。”当然，除
了要跟时间赛跑，角度、创
意也很重要。这两年，一直
奋力奔跑的他，已经小有收
获。前不久，他的作品《暖
百岁老人重温婚礼》获得
2021 年度赵超构新闻奖
（摄影类）一等奖。此外，还
有多篇作品先后在省市新
闻奖评选中获奖。

江乙平和刘佳盈都是
去年入职的新记者。目前，
江乙平除了要负责本报代
运营的政务微信公众号“厦
门市政开发”采写任务，还
要兼顾新媒体小编职责。

“采、写、编、拍、剪都要学。”
江乙平说，平日写稿通常都

写两个不同的版本，一份供
报纸，一份供新媒体。二者
文风不同，又有可以互相借
鉴之处，她也在学习如何更
好找到一个平衡点。入职
后，她真切体会到什么是

“新闻人永远在路上”。去年
除夕前一天，她编辑微信公
众号到深夜11点多。第二
天一大早，在坐车回老家过
年的路上，她还在推送公众
号文章。

刘佳盈入职晚报，某种
意义上也是“跨界融合”。她
本科学翻译，硕士研究生学
媒体管理，入职前在银行工
作过，目前是晚报经济部记
者。今年“九八”投洽会期
间，作为媒体新兵的她，第
一次在大型报道中全面实
践媒体融合。“每天和同事
边逛展边想点子，怎么拍视
频，怎么找角度，报纸和新
媒体传播需要切换不同思
维来体现新闻点。”刘佳盈
说，投洽会报道持续了多
日，单单9月8日那天，她
和同事就合作了3条短视
频新闻。这次历练对她提升

“四力”（脚力、眼力、脑力、
笔力）很有帮助。

记者 郭文娟

从清晨6点到晚上11点，
晚报视频工作微信群里，前方后
台沟通不断，曾经每日勤劳码字
的文字记者，如今也是视频组的
成员。陈万泉、张诗、匡惟三名资
深记者已适应了这样“身兼数
职”的工作常态。

2016年的夏末，陈万泉成
为厦门晚报要闻部的一名记
者，没多久就被派驻同安区。4
年前的高温日，他“反其道而
行”，前往本市海拔最高的村
庄，军营村夏日的凉爽气息透
过他的文字扑面而来；今年2
月，再登军营村，他则用冻红
的双手持稳镜头，第一时间传
回画面，让大家一睹清晨高山
上的“琉璃之境”。

4年间,陈万泉制作了上
千条视频，发布于厦门晚报的
抖音号、微信视频号，其中不
乏“爆款”。去年“双减”政策背
景下的首个教师节，9月8日
当天，陈万泉连续17个小时
跟拍一名初中教师，“蹲点”观
察。回家睡了四五个小时，他
又赶紧起床，光梳理400个镜
头素材就花了3个小时，之后
剪辑制作、反复修改，待成片
出炉，他抬头一看，已是9月
10日的凌晨4点。

功夫不负有心人，《她的一
天》这部2分多钟的短视频实现

“破圈”传播效应，目前播放量
超5200万、点赞量破150万、
转发量近27万。这背后是他不
间断地自学，既需要掌握拍摄
器材的使用技巧，也要学会
AE、PR等视频剪辑软件和PS
等图片处理软件的操作。

张诗和匡惟两名女记者
则从“幕后”来到“台前”，成长
为能写稿、能出镜、能策划的

“多面手”。迈入记者职业生涯
的第九年，张诗今年又一次参
与“九八”投洽会的报道。元宇
宙技术首次亮相，全城媒体“同
题作文”之下，如何提供更精彩
的资讯？她从普通市民的视角
出发，提前制作“采访攻略”，
与相关企业对接沟通，摸清哪
些展区融入了元宇宙技术，在
偌大的展馆里为自己画出一条
省时高效的路线图，对可以拍
摄的画面和时间节点了然于
心。9月8日上午，短短一两个
小时，她就用手机拍摄提供了
多段视频素材，并首次挑战出
镜，带网友们趣味逛展，体验

“元宇宙数字人名片”。
一场争分夺秒的换心手

术，一次教科书式的紧急救
援……媒体融合改变了新闻
呈现形式，匡惟则以其不变的
敏锐新闻触觉，让晚报众多

“粉丝”近距离目睹生命的奇
迹、医护人员的可敬。成为记
者7年，她说：“如今抵达新闻
现场，第一件事就是拿起手
机，拍照录像录音，与后方沟
通协作，让报道更快一点、形
式更多样一点。”她通过视频
形式，记录医护人员的故事；
也担当“女主角”，在疫情防控
的特殊时期，撰写文案、出镜
拍摄，为市民解释什么是“时
空伴随者”、口罩戴或不戴有多
大区别、新冠抗原自测该怎么
做等一系列防疫常识。别看视
频只有短短的一两分钟，匡惟
说，选题、文案要切中热点，还
要找专业人士审核，确保严谨
无误。同时担任出镜主持人的
她，还要提前熟悉文案，并且在
不断磨合中寻找镜头感，这才
形成最终的作品。

拥抱全媒体时代，他们已
不仅是一支笔一个本子“走天
下”的纸媒记者，日复一日在纸
与屏之间穿梭，只为做优内容。

记者彭菲

身兼数职练就“多面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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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在
报纸和各个公众号上；看不到我
们的时候，我们在路上或电脑屏
幕前。”这可以说是新闻行业常
说的话之一，“全天候在线”就是
我们的工作状态。作为晚报新生
采编力量的肖宇晴、陈琼、陈歆
玥也不例外。从文字记者到新媒
体编辑，曾经是融媒体“小白”的
她们也在岗位的轮换中不断成
长，努力向“全能”发展。

肖宇晴加入晚报从事新闻
工作已经一年多了，刚入职时的
她，是晚报的一名热线记者，为
市民发声，让她实践作为一名记
者的新闻理想。

2021年 12月，肖宇晴加入
了晚报新媒体工作室，成了晚报
的一名新媒体编辑，她先后接手

“思明检察”“厦门市侨联”等微
信公众号，为了运营好这几个公
众号，在努力学习法律、侨务等
知识的同时，还不断提升排版水
平及新媒体制图水平，为推文注
入活力。

“不管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
体，新闻都讲究一个时效性。特
别是现在融媒体时代的到来，我
基本24小时随时‘待命’。”肖宇
晴现在负责晚报微信公众号的
编辑，各类消息随时都要准备推
送。上下班路程较远的她担心错
过时机，就在通勤路上开着手机
热点做微信推文，“我爸有时候
开车送我上班，还跟我开玩笑
说，我家的车已经变成我的‘移
动办公室’了。”

和她感同身受的，是同样身
为新媒体编辑的陈琼。2020年3
月，陈琼加入新媒体工作室，目
前负责晚报抖音号、视频号、头
条号的运营及部分政务号的代
运营。“不同的岗位，让我能通过
一次次的实践不断提高自己的
业务水平。”她说。

有一天，视频组连续制作10
条作品，工作群里消息从早到晚
不停滚动，她抱着电脑核对相关
内容到眼睛都快花了，“但是因
为热爱和责任，疲惫感也就消失
不见了。”而这样的经历，让她体

会到什么是融媒体作战，感受到
团队的力量。

陈歆玥也是如此。加入晚报
4年，她从最初的文字记者到新
媒体编辑，再到如今驻点市住房
局的新媒体记者，在每一个新起
点，她不断找差距、补短板、强弱
项。“不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
体，新闻都是挖掘出来的。”陈歆
玥说，她对去年市住房部门大力
开展整治二手房市场专项行动印
象很深刻。当时，她结合这一行
动，深挖“炒房客”套路及典型案
例，通过新闻采写和新媒体传播
等方式，引起各界关注与共鸣。

谋新求变，转型还在继续，
三个“小白”编辑在融媒体采编
转型的路上不断前进着。她们
说：“新闻从业者，就是要做全能
型人才。”作为新闻从业者，她们
或许资历尚浅；但作为新生代新
闻人，她们有激情、有梦想、有干
劲。周边的环境日新月异，新闻
工作让她们保持着永远学习、永
远年轻、永远奋斗的心态。

记者刘佳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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