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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行三人行 有我师有我师

偶翻旧相册，一张彩色的婚纱照
引起我无尽的遐想。

时光荏苒，光阴似箭。1980年，市
劳动局举办了最后一次的就业考试，
参加者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及取得

“留城证”的待业青年，我参加了这次
考试，录取后被分配在麻纺织厂工
作，成为一名工人，当时厂里有一千
多名职工，正值鼎盛时期，崭新的办
公大楼、幼儿园、食堂，新颖壮观，有
固定的工资，还有一定的奖金，终于
捧上了铁饭碗，心里乐开了花，豪迈
之感油然而生。

我在织布车间当一名量布工，丈量
纺织工人织出麻布的长度。一台老式的
滚筒机由电机带动，两个人合作，一个
人在前，把铁棒插进重达一百多斤的麻
捆内，然后抬上机台，通过带针的滚筒
丈量长度，另一人把量好的产品拖给下
道工序检验，都是力气活。跟我合作的
是钟先生，他丈人家里屋子租给食杂
店，由钟先生介绍，我认识了店员小黄，
经过近两年的恋爱，我们选择“五一”劳
动节结婚。

载嫁妆时我带朋友们骑着五辆三
轮车到女方家里，嫁妆有凯歌牌黑白电
视机、凤凰牌自行车、蝴蝶牌缝纫机、几
匹布、几捆毛线，两个红色箱子和一些
生活用品。接新娘时我租了一部华侨大
厦的尼桑小车，费用是20元，我没有请
朋友喝喜酒，只宴请了三桌亲戚，记得
给我贺礼最多的是8元，有的人送来生
活用品作为礼品。

第三天，新婚夫妇便开始旅游度
蜜月了，我俩乘坐客车到厦门游玩，当
晚住在老婆三姨在大同路的老房子
里。第二站到汕头，在旅社里我们把随
身带来的“一枝春”袋装茶叶拿出来
泡，氤氲的茶香引来了服务员的关注，
一起喝茶后，服务也显得特别周到，汕
头方言里有着类似闽南语的口音，还
有老式的骑楼，因而有一种熟悉感。第
三站到了广州，刚好一位同学的战友
也结婚，我们一起到照相馆拍彩色婚
纱照，相馆里有专业的化妆师，当时泉
州还没有拍婚纱照的照相馆，我得到
了人生中的第一张彩照，显得格外神
气。在广州，第一次看到自动扶梯，第

一次知道面包还可以涂上奶油吃，经
历了许许多多的第一次。

再后来，我们乘坐硬座火车到桂
林，随后到庐山，从九江坐汽车上庐山
在牯岭下车，市区天气炎热上山后顿
感凉爽，为了感受“飞流直下三千尺，
疑是银河落九天”的气势，我们从牯岭
步行到三叠泉，当年没有旅游车接送，
路途遥远，走了一半已是腰酸腿软了，
看到路上的老年人拄着拐杖行走，于是
便继续走下去，买了两根拐杖带回家。

最后到福州，住在尾姨省话剧团的
宿舍里，尾姨知道我们要去，提前到市
场上买了一只鸡，姨丈已退休在家练毛
笔字，我把从庐山带来的拐杖送一根给
他作留念。

整趟旅行走了23天，花了400多
元，买了几件牛角工艺品送给朋友。40
多年过去了，这一段往事仍历历在目。

从一张婚纱照想起
□蔡永怀

“如果有机会做新闻，传
统媒体和新媒体你会选择哪
一个？”这道来源于2015年的
面试题，至今依然影响着我，
成为从事时政记者工作十年
来的一道必答题。

谈起时政记者，亲朋好
友的第一印象是参加重大
会议、报道重磅新闻等。事
实上，整日奔波、笔耕不辍、
如履薄冰是常态。比如，时
不时来一篇综述，经常有重
大紧急突发任务，成为熬夜
加班的常驻选手……无论
是酷暑还是严寒、假期还是
节日，每一次时政大事当
前，都要冲锋陷阵、披星戴
月，以最快速度将最新政策、重磅资讯准确无误地传递到千家
万户。

“招之能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是时政记者的必备素
养，作为党员记者更是如此。近年来，我克服困难，啃下了一个
个“硬骨头”。比如，连续 8 年策划报道“海丝泉州·人才港湾”
品牌专栏，特别是2023年首届泉州“人才节”，在不到一个月时
间，独立完成1个特刊共8个版的报道任务；连续2年负责执行

“担当者”专栏，累计报道全市168名敢于担当、攻坚克难、实绩
突出的先进典型；连续 2 年策划“泉”就业品牌专栏，奔赴省
外、深入基层采写30多篇稳岗留工的深度报道，彰显就业政策

“泉州温度”……
从事时政新闻，另一个挑战就是“转型”。随着智能移动端

的飞速发展，读者已不满足仅靠报纸文字获取新闻资讯，而是
要把文字、图片、视频等“搬到”移动端，“沉浸式”视听享受。记
者转型，势在必行！

转型，怎么转？这些年，报社通过多种方式激励纸媒记者
转型。多拍图片、短视频，及时与新媒体对接发稿，以最快速度

“抢头条”“抢流量”，成为我新闻路上的“必修课”。为提升报道
质量，我还购买了专业单反设备及无人航拍器，从“零”学起，
不断尝试拍图片、做短视频，努力成为“全能型记者”。

深入基层，我走进乡村田野、企业车间、项目一线，记录基
层党员干部人才的奋斗故事；千里奔赴，到北京、昌吉、成都、
昆明、贵州、杭州、金华等，记录招商引资、招才引智、文化润
疆……一篇篇图文并茂、阅读量突破“10万+”的时政报道，一
条条点赞数越来越高的短视频，就是最大的成就感。

蓦然回首，十年已过。这一道题，我逐渐找到了答案——不
论身处哪个平台，都要勇立潮头、主动求变，不负热爱、奔赴山
海，持续提升脚力、眼力、脑力和笔力，浓墨重彩讲好泉州故事！

不负热爱 奔赴山海
□吴宗宝（泉州晚报社时政要闻部记者） 记者，记着，一

记就是 14 载。14 年
来，我坚守在社会新
闻一线，用双脚丈量
时代发展，将镜头和
笔触对准群众，将信
念和情怀融入字里
行 间 。又 一 年 记 者
节，不由生发出几多
感慨。

在外人眼中，新
闻工作者这份职业，
观美景、见世面，风
光亮丽、意气风发，
但只有我们自己知
道，“白加黑”“五加
二”，挑灯夜战是工
作常态。遇到突发新闻，无论白天黑夜、刮风下雨，都必须闻讯而
动，第一时间赶赴新闻现场。

去年 7 月 28 日，台风“杜苏芮”在晋江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
附近最大风力 15 级，为有历史记录以来登陆泉州的最强台风。
风雨在哪里，媒体人就在哪里。当天一早，我和摄影记者作为第
一组追风记者出发。一路风雨交加，行道树被狂风吹得东倒西
歪，面对积水路段车子不得不拐来拐去，转得人犯晕。几经波折，
我们第一时间在最前线对台风影响情况进行发布，一行人的衣
服早已湿透。

既然在一线那么辛苦，为何还那么执着？“欲戴其冠，必承其
重。”在我看来，记者，既然被誉为“无冕之王”，担当了社会这艘大
船上的瞭望员，自然该付出些什么、承担些什么。这份职业，没有
热爱，留不下来。

遥记 2011 年 11 月，我刚入职 2 个月，上班路上看到市区首条
彩色沥青路被喷上了数百个“办证”号码。究竟是谁如此大胆给市
容“抹黑”？号码背后究竟隐藏什么样的内幕？初生牛犊不怕虎，我
根据彩色沥青路面上的“办证”号码循线追踪，进行多方暗访后，
将充分的证据提供给警方，相关犯罪嫌疑人被绳之以法。

没错，“记者”之所以叫“记者”，是因为我们的社会责任是守
望和记录。当我走在干净整洁的中山路时，回想 10 年前做过的

“钟楼周边摆摊占道油污遍地”的舆论监督报道。十年弹指一挥
间，作为一名记者，我们切身感受并及时报道着我们身处的这座
城市的每一次变化；作为一位市民，我们更是无时无刻不在收获
一份幸福感、满足感、获得感。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无论传播路径、新闻形式如何变化，“内
容为王”永不过时，记者的底色仍是坚守。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
章，这是我们新闻人不变的信念和追求。尽管记者这份职业很辛
苦，但我会一如既往地为此“痴狂”。

记者，记着
□张晓明（泉州晚报社社会新闻部记者）

今年5月的一天，在与百岁卖
花阿婆曾毛治交谈时，当阿婆那一
声“婴啊”自然吐出，我突然想起自
己的奶奶。自她过世，很久没听到
这般亲昵的呼唤了。而这期《百岁
阿婆 一路生花》的母亲节特别献
礼视频发布后，很多闽南人也被这
声“婴啊”击中，在评论中说起自己
的母亲、奶奶、外婆，说起她们也像
曾阿婆一样，有着闽南妇女的勤劳
能干，守护着自己的“婴啊”成长。

作为土生土长的泉州人，我
在采访中无数次走过西街，却是
通过记录卖花阿婆的故事，第一
次感觉自己与西街有了实实在在
的连系，那沉淀在喧嚣之下的西
街真实生活，是如此亲切动人。而
真实的泉州给予我的震撼，还不止于此。

在做一个主题宣传系列报道时，我有幸走访了泉州周边县市的多个明
星村：在晋江金井南江村，我看到了媲美网红打卡点的绝美海岸线，点缀在
碧海银滩间的鲍鱼养殖场，以及产出的入选国宴的黄金鲍；从泉州市区驱
车近3个小时，到达永春深山中拔地而起的“乡村人才库”美岭中学，聆听美
岭人艰苦创业脱贫致富的故事；漫步在德化南斗村，才发现很多人向往的

“小桥流水人家”其实就在身边……这些亲身感受到的生态之美、现代之
韵，让我触摸到了真实而饱满的乡村振兴硕果。

当我从辛苦的拍摄和绞尽脑汁的写稿中暂时解脱出来，猛然发现自己
对这座生活了三十多年的城市，有了更为深切的好奇心和探索欲，也更明
白“记者”二字所蕴含的力量。这份“力量”的展现，不再局限于平面的文字
和图片展示，随着融媒体时代的多元化要求，我们不断拓展自己的技能边
界，手中的装备从笔、相机到摄像机、无人机，从单一文字工作者转变成会
采、会写、会拍、会剪的多面手。

如今，再次漫步于西街的石板路上，或是站在山巅眺望那片熟悉的土
地，我知道，我已不再是那个匆匆走过的旁观者，而成为泉州故事的一部
分，一个用镜头和笔触，与世界分享这座古城魅力与活力的讲述者。这份职
业赋予我的，不仅仅是记录的权利，也是参与的荣耀，让我在未来的日子
里，更加坚定地走在探索与表达的道路上，与泉州，与这个时代，共同生长。

与城市一同生长
□郑慧雅（泉州晚报社融媒编辑一部视频记者）

《清源》副刊“五味斋”生活随笔版面主打专栏“三言堂”，
每期刊发三位嘉宾就同一个话题拟写的小杂文，每篇六百字左右。

要求题目自拟，轻松可读，观点鲜明，切忌空发议论。来稿请附生活照
和个人简介。

下期话题预告：年终策划——时光里的回响
从春日的花开到冬日的叶落，又是一年将逝。时光的回响里，有太多难忘

瞬间，或是成功的喜悦欢笑，或是挫折后的再接再厉，或是平凡日子里的简
单幸福。诚邀您共话这一年，将时光的回响编织成关于成长、感悟与梦想

的年终篇章，以文字记录不凡，以情怀温暖岁末。
投稿邮箱：qingyuan@qzwb.com

（邮件主题请注明“三言堂”）
截稿日期：11月18日

约 稿

凭栏看世界，潜心察民生；
慧眼辨是非，精心著文章。

使用AI，纯属偶然，源于本人痛感麻将泛
滥，写了一篇《麻将成瘾祸害深》的杂文。写完同
题输入AI，结果让我大吃一惊，相似度竟然超
过50%——这就说明我苦思冥想、辛辛苦苦写
出来的文章，竟与网上的东西颇有雷同，只好推
倒重来，再行提质升级。此后，我学得乖巧了，想
写一个论题，先输入AI，在此基础上，注入自己
的想法，深化自己的认识，选择有别的材料，进
行论述，事半功倍。

很快，AI成了我的生活助手、写作帮手，
比如过去出游，要做行前功课，整合相关资料
打印出来。现在呢？AI助我轻松出游，即时输
入，即时查询，作用堪比导游。其实，与 AI交
朋友，好处不仅于此。

首先，AI帮助我们收集资料并进行整理，
提供具体数据，辅助语法检查、润色语句，甚
至给予创意启发。创作者可以从中拓宽自己
的创作思路，获取新的视角和观点。如此一
来，节省了时间和精力，从而更加专注于核心
的创作部分。

其次，当我们在思考和表达过程中遇到困
难——词不达意时，AI可以及时录入你的思
路，蓄存并强化你的观点，运用其丰富的知识储
备和语言处理能力，在特定的语境中，提供词
汇、句式和表达方式的建议，甚至准确地道出你
所要表达的意思。

再次，AI能够深化我们对某些社会问题的
认识。它甚至会与我争论，比如我输入《养不起孩
子是个伪命题》，AI竟然奋起反驳，并罗列出住房、
教育、优养等好几个论据。

AI有这么多的好处，很多作家却如临大

敌，或生怕被其抢了饭碗，或对其讳莫如深
——运用AI帮助写作，甚至被贬为抄袭行为。
其实作家无需害怕，尽管AI 确实在很多领域
展现出强大的能力，但它往往是基于已有的数
据和模式进行学习和创作。在可以预见的一段
时间里，它根本无法代替人脑。比如文学创作
中的捕捉意象、发现诗意、酿造意境，是一种极
其独特复杂，甚至道不出说不清的模式，AI根
本不可能拥有。再则AI虽然可以生成文本，但
缺乏真正的灵魂和深度，又怎能企及一个拥有
情感洞察力和人生感悟力，以及独特创造力的
有思想的人呢？

写作的本质，仍然是人类的创造力和情
感表达；真正的作品，源于个人的经历、情感
和对世界的独特认知。只要你始终保持独立
思考和创新能力，见人之未见，发人所未发，
运用个性化的语言表达，定能发挥出文学的
魅力和价值。因此我说，只有缺少自我的创
作，才会害怕AI。

AI时代是风口，也是出口，倒逼我们深入
观察生活，不断开拓思路，从不同的领域汲取
灵感，提出新颖的观点和想法，做个引领潮流
的时尚写手。在此基础上，完全可以利用全新
的写作工具。

当然，我们可以运用AI的优势，却万万不
可依赖AI。人类的思维和创造力是独特的，我
们的感悟、情感和直觉，是AI难以模拟的。因
此，我们在使用AI时，应充分发挥主观能动
性，避免被AI的模式化束缚，只有这样，我们
才能与AI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共同推动语言
表达和思想交流的发展。

无惧AI
□高俊仁

（CFP 图）

◉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三格不
存，人将非人，报将非报，国将不国！

——史量才

◉铁肩辣手，快笔如刀 ！
——邵飘萍

◉新闻是人们了解
世界的窗口。

——塔奇曼

◉广博的知识，丰富的思想，广
阔的活动天地，这对于一个记者是非常非常重
要的。一个记者如果到最后变得知识很干瘪，
思想很闭塞，活动领域很狭窄，我想这记者也
就不大好当了！

——范长江

◉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
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
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
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告。

——普利策

“新闻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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