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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稿、做题、
组 版 、改 样 ……
编辑的夜晚是绝
对程序化的，但
每晚的故事又从
不重复上演。

当夜班编辑久了，最
大的感受是：我们的夜晚似
乎比白天长，比白天有价值。
白天几乎一半时间都在睡觉，华
灯初上的时候，当大多数人开始归
家，我们的一天才真正开始。

匆匆赶至单位，一坐在电脑前，就
很难再站起来。看报纸新闻、同城媒体比
较、各网站热点……每个夜班编辑在编稿
前，要将当天国际国内新闻了然于心，防止漏
稿、重稿、错稿。

看记者稿件，遇到专业性、政策性强的东西，
要不断在百度上搜索、了解，编辑尚不懂，如何飨读

者？有些稿件似曾相识，需要查本地媒体，何时已经
发过？内容有无新意？不清楚的地方，要反复打电话和

记者核实……每一篇稿件都要弄得明明白白，才打发上版
“出嫁”。

夜夜做嫁衣，针针密密缝。诚恐出差错，字字纠结中……
编稿、做题、组版、改样……编辑的夜晚是绝对程序化的，但每

晚的故事又从不重复上演。常常忙碌琐碎半夜，究竟不知自己干的哪
件是大事；有时辛苦做完一个整版，却因临时种种变动，全部推倒重来；有

时等了一晚上的重大活动，忽然一个电话，暂时不发……新闻有太多的不可
预测性，要求你有足够的耐心，足够能熬、能等、能改，随时接受突变。遇到做

特刊，有时小样不知改了多少遍。但尽管改了又改，可只要有半点差错，哪怕
只是一个标点，也要在最后关头，重启已经关掉的电脑。

夜夜忙碌，也许忙了一百天、一年、两年，会有一个好版面？一个好标题？
或许，很久很久，什么都没有，编辑的工作只是要你坚持，坚守。只是要你多年
如一日，始终认真、细腻、负责。别人或许可以疏忽大意，编辑不能；别人或许
可以急躁冒进，编辑不能。因为你是最后一道防线，你只能严防死守。不管
白天有多少漏洞，都要在一个夜晚，想尽办法，尽量弥补。

夜班编辑，就这样过着夜与昼颠倒的日子。夫在那头，妻在这
头，如牛郎织女，午夜后再相会；娘在这头，儿在那头，想听妈妈
讲睡前故事，有点奢望……

偶遇等稿的夜，清冷而漫长。几百平方米的采编大
厅，等稿者三四人，无论你如何哈欠连连，又怎样归心
似箭，却是望穿秋水，不见稿来！最后忽听一人大喊：
“来了！”几人欢呼！有时完版已是清晨，早餐摊上，

会迎来最早的一批顾客：梦游一般摇晃飘来的夜班
编辑。

这样的夜，长而充实，这样的夜，虽苦犹甜。
如果说记者是“流”星，注定游走，那么编辑就是恒
星，注定死守。每一种职业都有它的艰辛，而编
辑的快乐便是，在无数个夜晚的守候中，竭力不
出错，期盼能出彩。

恰逢日报恢复出版十周年，十年辛苦
不寻常，业内人，不思量，自难忘。夜

夜值守非为它，唯愿笔墨飘
香，资讯飞扬。

终究有
一天，我会
老去，而你，
必定依旧青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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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你10岁，我30岁，我却在你的庇护下成长。
11年前，你还叫《郑州晚报》的时候，生平第一个

记者节，就是你陪我度过。
2001 年秋天，刚在大学教室里坐满一个月，甚至连

“记者”是做什么的都没搞清楚，我就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
记者节。在郑大南区逸夫楼报告厅，陪我们过节的，是你的

女总编。她两个小时的演讲内容已经模糊，只记得她很坚定
地回答师兄的提问：“这是我热爱的事业。”

从来没想过，当时跟在师兄后面提问的傻小子，会和你结
下不解之缘。

半年之后的一节专业课上，女院长掏出两份报纸让同学们
传阅，并让大家说出他们不同。我第一次看到了鲜红的“郑州日
报”四个大字。就在前几天，《郑州晚报》全新改版，《郑州日报》恢
复出版。

2006 年的记者节，第一次和你一起过。
区街新闻部、校对室、编委办公室、编辑中心、市县新闻部、时政

新闻部……在你陪我过记者节的六年时间里，我一点点成长。
2007 年 9 月 22 日，是郑州首个“无车日”，省会在二七广场等处

举行隆重宣传活动，省市领导带头乘坐公交，倡导绿色出行。我作
为编辑，参与当天头版的制作。次日的 1 版荣获 2007 年度河南新闻
奖(版面)一等奖，我作为一名新兵忝列作者行列。——那是我第一
次为你挣得荣耀。

2009年8月，我从编辑中心调往市县新闻部。工作还没有交接完
毕，任务就来了：南水北调首批移民搬迁在即，我要随中牟县相关部
门赴南阳淅川县接移民。

“这是个好题材，好好写，争取自己获个新闻奖。”出发前夕，你拍
着我的肩膀鼓励我：“一定要写出移民对老家的依依惜别之情、对新
家的憧憬之情，写出中牟人民对移民的欢迎之情。”夜里睡在地板
上、天不亮就起床，挨家串户攀亲戚——《南水北调首批移民安家
郑州》的稿子没让你失望，跻身 2009 年度河南新闻奖二等
奖。——那是我第一次独立为你挣来荣耀。

2010年4月，在我走访中牟白沙镇杜桥村，和干部聊天的时
候，碰上村民来办事，我第一次看到了老百姓习以为常的“开花公
章”。“五瓣公章”这个并不是白沙镇原创的东西，被他们运用得
非常充分，成为村民自治的一件“法宝”。

《“五瓣公章”晒透村务财务》的稿子随即出炉，短评、
图片与稿子的有力配合，使这个新闻成为 4 月 24 日 1 版

最大的亮点，在2010年度河南新闻奖评选中，荣膺一等
奖。——第一次，我为你捧回第一。

6 年成长，6 篇文章、10 张证书，我用自己的努
力告诉你：我没有给你丢脸。

因为，你是我热爱的事业。
终究有一天，我会老去，而你，必定依
旧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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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郑州日报，有这样一群
人，每天晨昏颠倒，温馨的夜晚，他们

是在工作中精神着，他们平凡，没有豪言
壮语，只是默默地耕耘，无私地奉献。他们努

力着，为着报纸质量这片圣土。在他们心目中，
报纸的高质量出版是最高准则，他们对自己所从事

的工作充满自豪感和责任感，对报纸负责、对读者负
责，尽心竭力地把好文字关。他们就是郑州日报校对。

校对是一项严谨、细致、认真的工作，在我国古代，不
是学富五车者，不敢问津校对这一行当，它是编辑工作的继

续和完善，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工作中，既要有对读者负责
的精神，又要有丰富的知识、熟练的技巧和经验。一字之差一

句之误就可以谬之千里，一旦出现见报差错，不仅失信于读者，而
且在政治、经济上造成的影响和损失也是无法估量和挽救的。面
对工作，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做到“政治上无懈可击，版面上精雕细
刻，文字上万无一失”。报纸校对，是一个吃苦的行业，也是造就学
问、陶冶性情的行业，苦中有乐，乐在其中。

防错先知错，知错才能纠错。很多字词，形近、义近、音近，但
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正确理解词语，正确使用词语，是校对人
员的基本功。防范常识性差错、句子差错，题文、图片及图片说明是
否相符，标点符号的使用是否正确，都是在校对工作中必须注意到
的。校对时，十目一行，见形忘意，字斟句酌，排除意义干扰，不能走
神，状态到位，和字词达到一种和谐的完美境界，一头扎进字里行
间，屏蔽外来噪音、个人日常烦恼等干扰，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唯
我工作独尊，以使文章完美，没有差错，不留遗憾。

郑州日报的校对，他们真诚地热爱着自己的职业，多少年如
一日，用自己辛勤的努力，保证着报纸的质量。辛勤耕耘，换来
丰硕收获：1992年，郑州日报在全国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单
位机关报编校质量评比中获第四名；1993年，全省地市报编
校质量评比获第四名；1998年，第二届全国130多家
晚报编校质量评比获第三名；2011年，河南省编
校质量评比中取得编校质量万分之一的好成
绩。郑州日报的荣誉，凝聚了郑州日报校
对同志们的汗水。

著者妙笔生花，编者认真严谨，校
者苛求完美。对的时候没有人记起，
错的时候没有人忘记，这就是校对
的工作，把校对工作看成校对职
业而不是校对营生，认真负责，
精益求精。对于工作，我们能
做的，希望做到的也就是说

得少，做得好。爱你——
郑州日报。

校对是一项
严谨、细致、认真
的工作，防错先
知错，知错才能
纠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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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 我 到 报
社工作，弹指一挥间，已走
过 10 多个年头。我先后在中
牟县、中原区、新密市、上街区记
者站驻站并兼顾“三农”报道，如今报
道时政新闻，这样看来，自己经历战线
还不算少，这或许就是记者职业性质所决

定的吧。
记忆最深刻的事是办公条件的改善，刚到

单位时，稿子是“纯手工”打造，写稿用的“工具”
是稿纸和钢笔，电脑还是稀罕品，偌大的采编大厅

只有几台电脑，还略显陈旧。可现在不一样了，人手
一台手提电脑，随时随地写新闻，去哪采访也不担心发

稿问题了。电脑从无到有，这一变化过程，对我们做记者
的来说真是一种享受啊！

报道“三农”工作使我受益终生。2003 至 2011 年间，
“三农”方面大事、喜事不断，从新农村建设、创建全国绿化
模范城到举办第二届中国绿化博览会，再到南水北调工程

建设都让我铭记。但最让我刻骨铭心的是南水北调丹江口
库区移民，采访报道的两年间，一个个精彩的瞬间，一段段难

忘的记忆，定格，叠印，温暖与感动成了这段记忆鲜明的特
征。那老人和孩子一起环顾故乡的山山水水、在老屋门口收
拾老物件以及到达郑州新家后的表情……这些画面一次次
让我震撼、让人温暖。有幸的是，我属于这个世纪大移民历
史事件的记录者，无论何时翻开郑州日报，这一事件都是
如此地清晰，她凝结着时代记忆。

时间悄然来到 2011 年 6 月，我“转型换
线”，跟随市委书记报道时政新闻。说真的，
当时没有任何新鲜的冲动，更多的是压
力，是责任。没有压力怎么有激情呢？
好吧，从头开始，我就把自己当新人，从
头做起。在单位领导、同事和副总编袁
勇的无私帮助下，如今我在时政报道
方面取得了进步。

十年之间温暖相伴。我最大的
收获是朋友，感谢这些年来给予了

我关爱、宽容和支持的朋友们。
我将在感激、感谢和感恩中

继续努力工作。

报 道“ 三
农”工作使我受
益终生。我将
在感激、感谢和
感恩中继续努
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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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十年

铿锵足音

2007年5月1日<<<

胡锦涛总书记来到郑州
市金水区视察。

2007年6月17日<<<

国内首台冶金系统重载
运输车在郑诞生。

2007年6月29日<<<

郑州燃气在香港上市，
是我市首家在港上市的国
有企业。

2007年8月9日<<<

奥委会主席罗格访问少
林寺。

2007年9月22日<<<

郑州市首个无车日。

2008年2月17日<<<

2007年度“感动中国”人
物评选揭晓，郑州籍飞行员
李剑英榜上有名，他为保护
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而牺牲
的大无畏精神感动了中国。

2008年3月1日<<<

《郑州市城市总体规划
（2007-2020 年）纲要》顺利
通过建设部、建设厅审查组
专家联合审查。

2008年4月10日<<<

被誉为 2008 中国国内
旅游交易会“点睛之笔”的
2008 中国（郑州）世界旅游
城市市长论坛在郑州国际
会展中心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