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满霞光满霞光

作为安吉人自己的媒体，《安吉新闻》多年来关注
民生、助力圆梦，以一篇篇报道、一场场活动、一个个项
目，践行着媒体的社会责任。这些年里，我们聚焦群众
实际需求，开展了《废纸圆梦》公益行动、“衣旧情深·与
爱同行”大型捐衣公益活动、“爱向东”——情暖梅溪大
型公益行动、“接过你的扫把”新闻公益行动、《暖冬》

“爱的小屋”公益圆梦行动等一系列公益行动，用媒体
作为汇聚向善力量。

过去十年，我的创业故事被《安吉
新闻》报道了 22次，有两次还是深度的
专访，这让我倍感荣幸。

喜欢这张报纸的原因之一，就是
我在困惑的时候读一读，往往能找到
方向和灵感。2008 年，我辞去了大城
市的厨师工作，回到了阔别 10 多年的

老家，办起大林土鸡合作社，带着乡
亲们一起养鸡致富。16 年来，合作社
经历过“酒香也怕巷子深”的迷茫、

“品质好但价格也高，难以打开市场”
的困惑……创业最忌讳的就是关起门
来闷头干，但是困在乡间养殖，怎么打
开耳目看到外面的世界，读书看报就

是最有效的途径。我在《安吉新闻》上
得到过不少有用信息。

我刚回来的时候，安吉还没有竹林
鸡的概念，后来报纸上关于安吉竹林鸡
的报道越来越多，我就知道，这条路走
对了，也越来越有信心。去年 7月，《安
吉新闻》报道了安吉竹林鸡品牌发布的

消息，我第一时间找到县农业农村局，
成为首批签约对象。

听闻《安吉新闻》休刊，我觉得这和
合作社转型一样，只是传播载体变了，
只要安吉的新闻还在、内容还在，它的
价值就在，所以也会继续关注安吉新闻
新的传播载体。

我们坚定走在大路上

习近平总书记3次来安吉调研，在余村首次提出“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科学论断，为安吉发展举
旗定向。《我的美丽乡村》《决战·我在
现场》《弘扬奋战精神 加快安吉发展》

《安吉服务进行时》《开放兴县 接沪融
杭》《改革攻坚再突破 激情再战创佳
绩》《撸起袖子加油干“两聚一美”开新
局》《新时代 新作为》《乡村振兴·安吉实
践》《千里传情·一叶扶贫》《咱们村社有力
量》《锚定新坐标 奏响最强音》《企业先锋
者说》《共襄城市美好》《理念耀青山 安吉新
实践》……自2003年复刊以来，《安吉新闻》
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心指引安吉发
展的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
每年推出近百个主题报道，为县域经济社会发
展营造浓厚氛围。

一支笔，就是历史的注脚；一个镜头，就是时
代的追光。这些年，我们坚持推出年度回眸
或盘点报道，关注时事热点，梳理发展脉络，推出了《辉煌中
国 安吉足迹》《再战历程·幸福里程 印象2012》《迈向新时代 叩
问安吉人》《逐梦山青水净》《打开山门看风景》《照着这条路走下
去》《我们走在大路上》《40年，我们一起走过》《数说十三五 精彩
看安吉》《大国重器这样建》《铺展美好画卷》《春风又绿苕溪畔》《与
你同绘 共读安吉》《走百村看百业》等200 多个深度主题报道专
栏，真实记录和深度解读安吉绿色发展的生动实践……

我们触摸时代的脉搏
媒体的社会价值，不仅在记录，更在于瞭望。我们

始终保持痛感，保持敏锐，保持与时代同行的自觉，用
媒体力量助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干旱之年看

收成·板栗之惑》《干旱之年看收成·毛竹之痛》《干
旱之年看收成·白茶之伤》《高温民生十问》《昔日标

兵，已成追兵？——垃圾分类的安吉实践与思考》
《安吉竹产业热现象后的冷思考系列报道》《海安问
道》《专家眼中的“最美县域”》《今日富阳告诉我们什

么》……我们通过一线蹲点采访，在产业发展路上给出
媒体思考，在安吉谋划未来发展时给出媒体观察，在发
展蓝图绘就时给出智力参考，在安吉对标发展时给出

“他山之石”，为一方发展汇集智力。

我们始终冲在最一线

不论是文明城市、安全生产、美丽乡
村建设中的不文明现象，还是安吉生态
文明建设领域存在的不足之处，我们始
终零距离观察记录，先后开设了《美丽乡
村监督哨》《亮短揭丑曝光台》《新闻观
察》《一线》等新闻监督栏目，坚持每年推
出100期左右的新闻监督报道，构建媒
体监督、整改闭环机制，用新闻力量推动
社会进步。

我们见证温暖的瞬间

前言
新闻媒体是社会的瞭望者、时代的记录者、历史的书写者。自

创办以来，《安吉新闻》报的媒体人秉承职业信念，用手中的纸笔和
相机忠实记录下安吉发展的瞬间，将这些珍贵的记忆化作一篇篇
精彩报道，传递给每一个人。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倏忽行至尾声。翻阅往期一张张版面、
一篇篇报道，激起的不仅仅是对遍访安吉、激扬文字的深刻记忆，
更有一份深深的庆幸和自豪：以文字和镜头紧紧追踪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理念诞生地之安吉的经济社会高速发展，能够与锐意
进取、激情实干的安吉人民与时俱进探索，能够把个人新闻生涯融
入安吉改革发展壮阔历史，能够有幸记录安吉“大道满霞光”的时
代故事，我们何其有幸！

领风气之先、发思想之声，让新闻更有力量，是我们
发力之所在。这些年，每逢事关安吉发展的大事喜事要
事或重要节点，《安吉新闻》都第一时间推出评论报道，用
有观点、有态度的新闻报道引导舆论。《而今迈步从头越》

《拼在爬坡过坎时》《在新时代把握新机遇开辟新境界》《咬
定工业不放松》《做传承百年之企业》《奏响坚定“两山”路奋
进新时代的最强音》《多一个战场 继续战斗》《做“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坚定践行者》《开辟“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新境界》《奋进春天里》《全力以赴拼经济》……每年
百篇评论报道，聚焦坚定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县域经济社会热点，及时传递党委政府的声音。

“如果你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靠得不够近。”只有
靠近、更靠近、再靠近，才能发现更有温度的新闻。这些
年，每逢雨雪冰冻、台风洪涝等自然灾害，或在抗击新冠
疫情的关键时期，我们始终冲在一线，用心用情推出了

“抗击特大雪灾特别报道”“众志成城抗击‘海葵’特别报
道”“防御台风‘菲特’特别报道”“庚子战疫·共护安且吉
兮地”特别报道等集成专栏，用具有感染力的媒体报道凝
聚同心同行同向的群众力量。

不论是讲述发展故事，还是关注民生
幸福，我们始终站位人民视角，寻找读者爱
看的“故事”，开设了《来自记者联系点的报
道》《写在春天的故事》《盛夏送清凉 你我
共体验》《咱们村里说共富》等来自基层一
线的新闻专栏，用一个个乡村的美丽蝶变、
一个个普通人物的亲身经历，记录时代变
迁，引发情感共鸣。

眼中有故事，心中有温度。《小城交警吴
大才》《盼有万千“老钱”文明新风满
城》《为退役老兵余启富生命接
力——战友，我们来了！》《这个

家庭收到了满满的战友情——一声号召 八方响应》
《拨打119时，李允武听到呼救声——安吉好邻居火场
中救出4人》《我县青年王刚被评为“全国见义勇为英雄
司机”》《“坚强的番薯”，大家都来买点吧》《半年前，他冲
进火海勇救两幼童；昨天，省政府表彰其见义勇为事迹
我县新居民张老永被记一等功》……我们在一线采访中亲历
和见证了安吉这座城市的温暖瞬间，在义不容辞做好记录的
同时，更让读者通过一个个“瞬间”感受温暖和力量。《可敬的老
人走了，向善的心永驻——追记安吉“雷锋阿姨”袁凤钗》《西苕
溪见证——追记县水利局总工程师谷红卫》《英雄虽逝 英魂
永驻——追记消防烈士吕挺》《吕挺被批准为烈士 十万干
群缅怀英烈》《英雄，一路走好！——数十万安吉干群泪
别烈士吕挺》《一个人，感动一座城》……我们用一篇篇
充满深情的报道，给这些感动安吉这座城市的人们镌刻永
不逝去的烙印。

我在这张报纸工作了 20 多年，所
以哪怕退休了，也一直关注着这张报
纸的发展。今年 8月，季博文获得巴黎
奥运会皮划艇静水男子 500 米双人划
艇冠军，我就画了一幅季博文夺金的
漫画，并在当天的《安吉新闻》上刊登，
用自己的小爱好和读者们一起分享喜
悦。

1993年，我还在安吉二中当老师的
时候，就作为创刊人之一给《安吉经济
报》制作了刊头。次年，《安吉经济报》
调整为《安吉报》，我也正式到安吉报社
工作。当时的报社，算上编辑、财会，总
共只有五六个人，常常一人身兼数职。

从《安吉报》到《今日安吉》再到《安
吉新闻》，从周三报、周五报再到周六

报，我负责过采编，也做过经营，经历了
从铅字到光电的蜕变，也经历了历次社
址的搬迁，有很多难忘的记忆，比如我
们在曾经的百汇大厦投放了安吉第一
块电子广告屏；创办了《印象安吉》《乐
游》等杂志，从安商、乡村旅游等视角记
录安吉的发展。

我一直觉得，做新闻要与时俱进，

承载新闻的载体很重要，比如我们早期
办报，后来有了新闻网，现在又有了新
闻客户端。所以说，虽然《安吉新闻》停
刊了，但新闻事业是长存的，希望在从

“纸”到“云”的转型中，安吉新闻事业依
旧精彩，继续为新老安吉人提供及时、
鲜活的新闻。

王俭：一个老报人的牵挂

朱兴建：有情怀的“编外记者”
我有收藏报纸的习惯，特别是有发

表自己投稿的报纸。
我的柜子里，有《安吉报》《今日安吉》，

还有《安吉新闻》。对我来说，这一张张报
纸充满了回忆，是我的“心头好”。

1997年，我无意中在单位的收发室

接触到《安吉报》，在那个信息技术还不
发达的年代，报纸是我获取资讯的主要
途径。在读报的过程中，纸张的厚重和
墨香让我对报纸产生了特别的情感。
也是这一年，让我有了写稿的习惯，尝
试找线索、写稿、投稿，看到自己的文章

在报纸上发表，别提多高兴了。
多年的通讯员经历，提高的不只是

文字水平，还有我的观察和分析能力。
我在所在单位从事的是文字工作，撰写
材料信手拈来，和我的通讯员工作积累
密不可分。

报纸停刊了，我满怀不舍，但依然
要说三个词：感谢、感激、感恩。现在，
我也关注了“安吉发布”微信公众号，安
装了爱安吉APP，也会通过这些渠道继
续关注安吉的新闻，祝安吉新闻事业越
做越好。

施志明：1000多个日夜的思念
我与《安吉新闻》的故事，一张剪报

就能说清楚。那是我在 1999 年写给
《安吉新闻》的一封感谢信。

1993年 12月，我还是一名邮递员，
当年光荣入伍，成为驻扎在江苏某部
的一名军人。那时的通信手段远不如
现在发达，部队里的信息来源也相对

有限，我和一起从安吉参军入伍的战
友都非常渴望了解家乡的消息。我记
得，当时全村只有一部电话，好不容易
有机会打电话回去，算上家人赶到村
委的时间，起码要等上个把小时。凭
着曾经从事邮递工作的经验，我想到
了一个好办法，给当时的安吉县委主

要领导写了一封信，表达了战士们对
家乡的牵挂，希望能看到家乡的报
纸。从那以后，这张报纸每周准时出
现在部队的收发室，这张报纸在 70 名
安吉籍战士中传阅，成为我们了解家
乡动态的窗口。这封感谢信就是那时
候写的，其实事先也不知道它会被登

出来，所以看到的时候，激动的都说不
出话来。

月是故乡明，报是家乡亲。在三
年的军旅生涯中，安吉报陪伴了我们
1000多个日夜。读着报纸上的每一个
字、每一句话，仿佛就能拉近和家乡的
距离。

李志友：在报纸上找创业方向

每天清晨，我期盼听到的是报纸投递员
的呼唤，然后泡上一杯茶，戴上眼镜，一边喝
茶一边看报，这是我一天中最享受的时刻。

读报之后，我会把当天值得记录的新闻
剪下来，用浆糊整整齐齐粘贴在册子里。渐

渐地，兴趣就成了习惯，一直保持了几十年。
和《安吉新闻》结缘的时间是 1993

年2月，那时候还叫《安吉经济报》，很高
兴安吉有了自己的报纸。在我的那些册
子里，有不同时期报纸的报头、安吉美

食、安吉旅游、安吉白茶的发展、安吉新
农村建设……就像一本见证安吉发展的

“百科全书”。就拿“上舍竹叶龙”来说，
粘贴的新闻有上舍“化龙灯”、舞龙文化
博物馆成立、竹叶龙舞到法国等等。

人老了就喜欢回忆，现在看看那时
候的报纸，觉得特别珍贵，就像回忆自
己这一生走来的路。现在报纸要停刊
了，这些册子就更珍贵了，今后拿出来
慢慢品味，当是别有一番滋味。

伍德福：剪报记录家乡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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