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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戴懿）今天是第24
个中国记者节。厦门日报、厦门晚报用
优质的新闻产品为节日添彩。在近日揭
晓的第33届中国新闻奖评选中，厦门
日报作品《中国种子里的厦门芯》获典
型报道类三等奖。厦门晚报在2022年

度福建新闻奖评选中，有三件作品荣获
一等奖。

厦门日报、厦门晚报始终坚持正确
的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记者深入践行

“四力”，用笔和镜头记录时代的发展和
社会的变迁，传播好党的理论方针政

策，及时反映群众所关注的事，创作出
一大批接地气、受欢迎、有影响力的新
闻作品。

厦门晚报获得2022年度福建新闻
奖一等奖的作品分别是论文《从都市类
媒体二十大报道看重大主题宣传报道

的创新》、漫画《——都坐不住了！》和消
息《断了300多年的线再度连上了》。此
外还有通讯《A股频现“相亲相爱一家
人”》和系列报道《不文明曝光台》获得二
等奖；消息《1000件快递》和系列报道《共
享充电宝咋变身：吞金兽》获得三等奖。

本报三件作品获福建新闻奖一等奖

记者 刘东航
2022年中秋节，台湾女孩赖赖在网友

和宗亲的帮助下，通过一个清朝时期的地址，
找到了漳州平和县祖籍地。9月21日，《厦门
晚报》推出报道《断了300多年的线再度连上
了》，引发强烈反响，被国内多家媒体转载。
2022年9月28日，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
会，发言人朱凤莲表示：“祝贺赖赖顺利找到
家族的根。断了300多年的线，瞬间连接起
来，这个感觉的确非常奇妙。”今年4月25日，
福建新闻奖揭晓，这篇作品获得一等奖。独家
采写这条新闻的，就是本报记者朱亚圣。

朱亚圣长期驻点漳州，常常跋山涉水，
深入田间地头，实地采集“沾泥土”“带露珠”

“冒热气”的新闻素材。
在他看来，1.26万平方公里的漳州四区

七县，是他践行新闻工作者“四力”最好的舞
台。这两年，他先后采写《长泰枋洋水利枢纽
工程通过验收厦门“第二水源梦”成真》《漳武
高速通车厦门到南靖土楼更快了》《地铁6号
线角美延伸段全线贯通》等接地气的报道。

长泰枋洋水利枢纽工程被称为“厦门第二
水源”工程，备受厦漳两地市民关注。从动工之
初到验收通过，朱亚圣先后到现场采访拍摄不
下20趟。2020年1月1日，枋洋水利枢纽最重
要的工程上存水库通过下闸蓄水验收，顺利下
闸蓄水。2022年1月，枋洋水利枢纽工程通过
验收。每一个重要时间节点，他都采写出鲜活
的新闻报道。

他积极投身媒体融合发展。今年8月16
日，朱亚圣早早来到漳州市龙海区浯屿岛码
头，现场采写开渔盛况。除了给当天晚报版
面供稿，他还为晚报官方短视频平台提供现
场素材，在同城媒体中率先刊播。

朱亚圣还喜欢文学，爱写诗。1993年他
出版诗集《青春悟》，2002年出版通讯作品
集《前行的记者》，2015年出版诗集《拉链》，
2018年出版随笔集《这里的美让你猝不及
防》。他说，新闻工作和文学写作是相互促
进、相得益彰的。

记者 龚小莞
《厦门晚报》高级编辑刘翔（小牛）是

“获奖专业户”，从1994年晚报创刊至今，
他的作品获中国新闻奖二等奖三次，获福
建新闻奖60余次，其中一等奖十余次；他
两次获评“厦门市拔尖人才”（第五批、第
七批）。

早在1994年3月，刘翔就来到创刊不
久的《厦门晚报》工作，刚开始主持《漫画
岛》栏目，邀请国内漫画名家为栏目供稿。
2004年之后，在做好编辑工作的同时，他
又开辟了个人创作专栏“小牛漫画”。正是
这个专栏的设立，让他的创作空间有了质
的飞跃，获中国新闻奖的作品也大都由这
里诞生。

作为漫画家，刘翔以自己的方式践行
“四力”，通过作品反映具有时代特征的社
会现象。例如2015年获中国新闻奖新闻
漫画二等奖的《“读”以稀为贵！》反映了当
下的阅读现状，“深阅读”逐渐被“浅阅读”

“手机阅读”“电子阅读”所取代，读书反而
成为难得的事。作品反映问题深刻，画面制
作精良，新闻性、思想性、针对性强，表现力
强，有较强的感染力和独特的社会传播效
果。获 2022 年度福建新闻奖一等奖的
《——都坐不住了！》以夸张的手法，通过常
见的会议室场景的独特营造，以小见大，集
中反映了当下手机已成为人们片刻不能分
离的“另类器官”，一旦离手，坐立不安、

“机”渴难耐的心态跃然纸上，作品画面形
象生动，幽默风趣，构思奇巧。

近年来刘翔还为《厦门晚报·健康周
报》配漫画，其作品成了《健康周报》的一
大亮点。他表示，健康漫画主题是健康，所
以先要弄透原文要表达的重点，再以形象
化的手法强化文章所要表达的主题，起到
吸引阅读、轻松科普、锦上添花之效。

记者吴佳
从入行起，林润一直从事经济新闻报道。在荣

获2022年度厦门新闻奖人物奖的她看来，做好新
闻就得多跑几步、更进一层。

“入行接到的第一个采访任务，是凌晨3点到
达现场。这让我懂得，新闻工作就是要披星戴月，
锤炼脚力。”她说，每每翻开电脑里的“存货”，排列
整齐的文件夹里记录着跑过的现场、采访过的人，
仿佛在述说当年的故事。

如何多跑几步、更进一层？林润和同事一直在
思考。从上市公司纷繁的公告中，她敏锐发现家族
接盘现象增多，先统计厦门上市公司近年来的类
似操作情况，再为读者探寻个中原因——《A股频
现“相亲相爱一家人”》在地方媒体的财经报道中独
树一帜，引发广泛关注。乡宴，也就是农村的“流水
席”。乡宴好吃，但乡厨往往找个空地支起锅便开始
大展身手，成为食品安全监管重大难点之一——
《吃得更放心厦门乡宴“有标可依”》通过小视角，回
应公众关切的舌尖上的安全。

一篇篇报道是集体思考的答案，饱含着她和同
事们的共同追求：泥土的芬芳、文字的力量、思想的
光芒。如此，新闻更有一重“理性之美”。

思考也为她带了意外惊喜。她研究分析全国
十几家媒体二十大主题宣传报道的特点，写出论
文《从都市类媒体二十大报道看重大主题宣传报
道的创新》，获2022年度福建新闻奖一等奖。

在媒体融合发展的道路上，林润主动思考，
打破内容形态界限，在更广的范围里推动信息传
播。她策划了“全民抢红包 斗阵学金融”竞答活
动，4天吸引5万多人次参与，读者通过微信边玩
游戏边学习；她组织拍摄短视频，把金融知识编
写成朗朗上口的歌词，仅抖音平台播放量就超过
20万次。

从写稿审版到新媒体编辑，从脚本创作到视
频拍摄，从活动策划到落地执行……她和同事们
一起，不断解锁新技能。“新时代的新闻工作者，要
有‘笔杆子力’，还要有‘键盘力’‘话筒力’‘镜头
力’……不断学习，才能把脚力所到之处、眼力发
现之美、脑力思考之深呈现给读者。”她说，“这就
是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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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言 漫画要‘慢画’，要观察、
观察、观察，然后思考，找
到契合点，积累素材，厚
积薄发。费脑筋才能产生

‘急转弯’的效果。”

多
跑
几
步
更
进
一
层

林
润

感言 从铅与火到光与电，再到
数与网、云与智，传播方
式在变化，不变的是我们
眼里的光、心里的爱。”

厦门日报一件作品喜获中国新闻奖

——厦门晚报专副刊部首席编辑刘翔

——厦门晚报要闻部记者朱亚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