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纸上春秋袁笔底波澜遥
文字工作袁是最枯燥的袁却也是最有意

思的袁因为这是智慧在方格上的舞蹈袁是灵

感在平面上的跃动遥 灵魂在默默的耕耘中

净化袁 信念在默默的耕耘中升华遥 转首回

望袁你会发现袁云在青天水在瓶袁辛苦笔耕

后是一片清新的天地袁一个绚丽的人生遥
亲爱的孩子袁人袁既要脚踏实地于现实

生活袁 又要不时跳出现实到理想的高台上

张望一眼遥 在精神世界里建立起一套丰满

的体系袁引领我们不迷失尧不懈怠遥人生最

璀璨的莫过于事业袁 人生最难得的却莫过

于淡泊遥我们要修炼自己的心境袁可以毫无

怨言地地承担起生活重担袁 即使没有收获

的指望袁也心平气静地继续耕种遥要做到这

一点袁我们的路还好长遥
亲爱的孩子袁愿在今后的岁月里袁你们

都步伐坚韧袁 目标明朗遥 可以抱有千种期

许袁但至少认真播种一个开端曰懂得人生各

有山高水长袁不必苛求同路与照看曰依然敢

言尧敢写袁依然有对文学的深爱袁却能从磕

磕绊绊中学到尧在行走中放下曰平常应对平

淡袁平心看待平凡遥
亲爱的孩子袁梦里有光袁心中有爱袁手

中有笔袁脚下有路遥踏踏实实的迈好自己的

步子袁认认真真的走好每一段旅途袁会有希

望在前方的站台等你袁 会有阳光洒满我们

前行的道路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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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曾想过骨子里好动的我，会加入一个在多数人印象里

安静内敛的记者团。初入大学校园，对任何事物总是很新奇，

但独独对参加社团之类有面试的活动不感兴趣，大概上台和

面试是我最大的恐惧。第一轮笔试的时候匆匆忙忙，面对文学

常识题抓耳挠腮，本是抱着随便考一下的心态，在结束了之后

居然非常介意。在第一轮面试通过的时特别兴奋。第二轮面

试，我超级紧张，说话都会打颤，还好台下的学长学姐看我这

般，便开始安慰我，缓解我的紧张。

我特别要感谢我的学姐陈捷娜，是她让我对进记者团有

了强烈的欲望。她在面试的时候问了我，“进记者团有很多要

学的地方，也很累很枯燥，也可能不是你想象的那样，你肯学

吗，你还想进来吗？”我的回答很简单：肯，想。第三轮复试后，

我收到录取结果，我也就此开始了秘书部生涯。

刚开始的时候，懂的很少，错的也多，捷娜作为秘书长大

概要被我们累死和气死。好在我们还算争气，慢慢的学会然后

独当一面。我本是个很怕写稿的人，新生第一次采访写稿都是

校运会，我第一次通宵赶稿第一次改了一天的稿子，最后文章

并没有上报，当时很失落但也知道是自己水平还不够只能争

取下次努力。第一次上报纸看到自己的名字特别想和人分享，

像个孩子一样。一年来去匆匆很高兴我留到了最后，并接过了

秘书部的重担。

当新生开学那段时间，我感到了每一届秘书长的压力，纳

新从来都是重头戏，从笔试到面试再复试，目的就是为了筛选

最优秀的学生记者，每个环节都要严格把关。刚开始的时候我

显得有些手忙脚乱，但在大家的帮助下一切顺利，即使出现一

些问题也很好的解决了，在去年10月份，新的血液注入了记者

团，我的手下也多了五个兵。我深深的感受到了一种传承和责

任。我对我自己说，一定要尽最大的努力，带好她们。

秘书处的工作繁杂枯燥，邮寄报纸从来不可或缺，也是我

最头疼的工作之一，还好有了我的小帮手们分担。期末的时候

记者团举办了个尾牙聚会，是老传统，每个部门之间玩游戏比

拼不亦乐乎，抽奖更是激动人心，看到大家聚在一起特别像一

家人一样，那时候就想起记者站墙上的一句话，一家人最要紧

齐齐整整。记者团是个特别温暖的大家庭，而我如今也算成了

家长了。特别开心的是秘书处的工作得到了肯定，获得了年度

优秀部门，拿起奖杯，我们最闪亮！

时间总是快得让人猝不及防，我即将步入大三，而校报已

经五岁了！无数故事在脑袋里翻阅，过往的点点滴滴都是一种

幸福。这世间有多少缘分总是阴差阳错，幸运的是我和大家一

起留在了这里。我想说，校报记者团像个孩子，需要我们每一

届的学子用心去发展、去丰富、去规划、去努力它才会更好。这

是校报的第一个五周年，一个成长的五年，希望校报的未来能

够更好。我和校报的故事，会未完待续；哪怕有一天，我毕业

了，多年以后回到记者站，我也会轻轻的说句：好久不见，感谢

遇见！

渊本报记者 谢武华冤

当初想要加入校报的心是青涩又悸动的。因

为它散发着年轻的墨香和灵气，因为它浑身都散

发着正能量。当初参加校报第一轮笔试的时候,信

心满满地参加考试，但是笔试的感觉很心塞。在考

试中间好几次想要停止作答，但最终还是坚持着

答完题目。我沮丧极了，我突然觉得要和这个充满

墨香气息的地方擦肩而过了。几经波折，最终我收

到录用短信的时候，我觉得一定要好好珍惜。

我幸运地来到校报这个温暖的大家庭，结识

了一群以文字为乐的好朋友。生活中，我们嘘寒问

暖；工作上，我们互帮互助。我幸运地来到这里，得

到了学长学姐的关心，然后将关心传递出去，去细

心关怀学妹学弟们，让在校报的每个人都感到了

温暖。在爱的传递与循环中，我不断学习，不断成

熟。大一去扫楼发报纸的时候，我很紧张胆怯，甚

至有点不敢敲宿舍的门。我害怕被冷眼相待，我害

怕被拒绝呵斥，我害怕……我在宿舍门口踱来踱

去，始终少了一些勇气。但是，想着自己辛苦写的

文章可以被别人看到，我才鼓足勇气去敲门。所

幸，同学都热情相待。当然，期间也有同学拒绝开

门，拒绝拿报纸，但是仔细想想这些都没什么，就

当是生活的历练了。

期间，我也有过努力写的文章没有上报的失

望感，不过学姐的安慰总能让我慢慢接受，努力改

进，认真总结，再接再厉。慢慢地，我的内心变得强

大了。对于文章是否刊发的心态变得缓和了，我慢

慢觉得最重要的是感受写文字的体验，找进步的

快乐。再有就是，校报始终坚持传递着校园正能量

的特点，不断的影响着我的写作、学习和生活。我

学会努力将负能量都转化为正能量，我调整、控制

情绪的能力也不断得到加强。

两年了，我在记者团里一点一点的锻炼，看着

校报一期一期地变美变好，仿佛也看到了自己一

点一点的成长。曾经做事以自我为中心的自己，会

学着站在别人的角度了；曾经习惯接受关心的自

己，会学着关心照顾他人了；曾经写出的文章空洞

无味的自己，慢慢的开始言之有物了。我非常感恩

自己在校报的这两年时光。在潜移默化中，透过报

纸，我越发了解喜爱着我周围的人与物，也渐渐领

略到文字之美。好的事物应当不断更新与完善的，

我笃信这一点，也将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笃行

这一点！ 渊本报记者 陈洪冤

家，是一个散发着温柔的光的词，校报于我，记者团于我，

摄影部于我，就是这样会发光的存在。

说起来，我认识校报记者团要比认识我们学校还要早，因

为高中的学姐就在记者团的摄影部，那时候学姐常常会发一

些记者团的活动照片给我看。现在想想，我和摄影部的故事，

应当在那个时候就种下了一颗小小的种子吧。所以当我第一

次走进校报记者站，看到那面墙上画着的手印树的时候，内心

就控制不住地柔软起来，就像心里的种子悄悄发了芽。

后来果然一不小心就来了江夏，然后顺其自然地选择了

记者站的面试。摄影部的面试比较特殊，独立于其他的部门在

另一间教室。因为之前通知面试的短信我回复“谢谢学姐，辛

苦啦”中的“辛”打成了“幸”，被玩笑似的面试现场被问到“现

在会写辛苦的辛了吗？“记忆中耳边都是学姐学长逗趣的笑

声，最后还在黑板上写了十遍”辛”字。大概也有这次面试的原

因吧，觉得记者站是个很温暖的地方，像有着一大家子弟弟妹

妹哥哥姐姐的热闹的大家庭。

如愿加入摄影部之后，学到了很多，不单只是摄影方面。

比如与人相处，比如待人接物，比如团队合作。认识一个人的

过程是很奇妙的，像一场奇遇，也像一场赌博。但是很幸运我

遇到的是她们，让我收获满满。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性格关系，

不擅同他人交朋友，在陌生人看来应该是很冷漠的，但是我的

同伴真的让我很惊喜，让我在陌生的环境里感受到了柔柔的

暖意，她们说的每一句“有要帮忙的就说，我们一定来”，都让

我更加确定，自己有多幸运在摄影部遇见她们。

说起来从小就是不太爱在不熟悉的人面前讲话的人，比

如要给陌生人打个电话，我都要心理建设好久，然后反复核对

号码的正确性，最后才敢战战兢兢地拨出这个电话。但是在摄

影部因为拍摄需要，经常需要自己去联系一些活动的主办方，

然后去了解他们的需要。于是打电话就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问

题，刚开始的时候每次打电话都仿佛在经历酷刑，后面多练几

次慢慢也就好了。现在想想啊，要谢谢摄影部给我这个机会让

我解决这个困扰我好多年的问题，让我慢慢成长。

如果说我对摄影部的热情是最开始是因为我学姐的话，

那么后来对记者团的喜爱就一定是因为它本身。因为团里有

一群特别温柔可爱善良的小天使，有人可以谈天说地，相互交

换自己的心里事，有人会在每次开完会之后送我回到宿舍楼

下，有人会很热心的帮忙关心自己……我想，回忆大概是个像

水像沙的东西，不然怎么一打开就铺天盖地汹涌而至。在校

报、在摄影部，我学到的，感受到的太多太多，但是又像浪打浪

一样，抓不住。我记得我试着去做过我以前不敢做的事，比如

和陌生人打交道；我记得和部门里的妹子们一起去拍美食的

那个下午；我记得感恩节的火鸡腿；我记得当自己成为部长之

后的慌张……我记得太多了，我又什么都不记得。只是一转

眼，之前那颗小小的芽，如今却也亭亭如盖矣。

我想，我会一直记得在摄影部，在校报记者团的这两年。

只要提起，必定压不住眼角的笑意，都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

白，感恩记者团陪我的这两年，感激校报陪伴我慢慢成长！

渊本报记者 项静雯冤

拨开尘封的记忆,将书页翻到刚踏进校园的那

段时间。初入大学，我，一个略带稚气的少年，带着

满腔的热情和远大的梦想开始了崭新的大学生

活，开始整日奔波于各种社团面试之间，我与校报

的不解之缘也就此开始了。

我对于校报的认识就跟对江夏一样，乍一看

十分失望，太严肃了，与想象中的“文艺青年款”相

差甚远。可是经过一段时间了解，发现校报其实是

玉韫珠藏。每个版面，每个栏目，每篇文章都是经

过反复修改，完善的。高质量的文章，精美的排版，

让我渐渐读出校报所蕴含的文化之美。

每个月的校报一出版就会被“趁热打铁”分发

到全校师生的手中，而每一次分发报纸的背后都

是记者团成员的辛勤付出。抱着厚厚的一叠报纸，

手上顿时有了充实的感觉，对着一间间宿舍，深吸

一口气，责任感便充斥心中。轻轻的敲门，一句“您

好，我是校报记者”会让我感到十分自豪。当将最

新的报纸交到同学的手中，看到他们脸上洋溢着

灿烂的微笑，听到那一句句“谢谢”，身体的疲惫消

失得无影无踪，顿时满血复活。无论是酷夏还是寒

冬，无论是倾盆暴雨还是寒风凛冽，都不能阻挡我

们的脚步，因为正如我们的老师和学长教导我们

的那样，这是作为一名校报记的职责。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从当初的小学弟摇身一

变成了老学长。从外联部干事到外联部长，经历各

种酸甜苦辣，我逐渐懂得这个职务的辛苦。记得大

一的时候，部门接了一个活动赞助———负责帮忙

商家宣传他们的活动，活动要求其中就有需要我

们张贴他们的海报和横幅，并且每日回馈宣传的

进度。当时我作为一名小干事,只需完成学姐交给

我的任务就行，感觉十分容易。可同样的活动到了

我当部长的时候，感觉一切都变了。从商家那接到

活动要求开始，我必须一遍一遍地向干事们解释

该如何具体操作，甚至需要一字一句、相

”

十报任动的辛候因逐要一 向一月事到辛 何

，

差初作宣

。当是要一做 想

。遍Ǎ如 海

。

。夏始是在活

。

。始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