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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榆情·乐活

5 次记者专题采访，高兴不已！
阅读提示

笔者是昔日“写新闻”的“老报人”，却成为了今天的 “新闻主人”，感到十
分自豪！ 也为尘封的“死料”能公之于众，成为服务社会的“新鲜素材”，为公众
提供有益的精神食粮，感到十分欣慰！

� � � �多年记者生涯， 采访过
许多人， 但同一个人先后 5
次被记者专题采访， 却未曾
见过。 近几年来，笔者就遇到
了先后 5 次接受新闻媒体专
题采访，并都作了专版报道。
5 次专访， 虽属一般性采访，
十分平常， 但平常中有不平
常的意义。《处州晚报》《新壹
周》（丽水广播电视报） 记者
以敏锐的新闻眼光，发现它，
发掘它，上门进行专题采访，
写成专版新闻刊登。 次数之
多，实属少见！ 对此，笔者从
内心感到欣慰，高兴不己！

编写村志

第一次专访， 发生在
2014 年。 这一年，景宁畲族自
治县在澄照乡创建农民创业
园， 我的老家在这个乡的大
赤垟村，被整体拆除。 一个具
有千余年历史， 人文古迹丰
富，有全县闻名的廊桥；有千
余年古庙大赤寺及清末景宁
留学日本，被称为“七子”之
一的清庠生居住地，等等。 忽
然消失，笔者作为在此出生、
长大的一员，深感惋惜。 为留
住乡愁， 我主动发起并联合
村中在外工作的另两位老人
及村中一位 80 多岁老者，

“四老”合力编写村志。 笔者
自告奋勇担任主编， 克服了
资料一无所有等困难， 访遍
了村中老人， 征集了大量的
口碑资料，经半年艰苦耕耘，
终于编就 4 万多字的《大赤
垟村简志》，由中国文史出版
社出版。 此举得到景宁县委
主要领导的称赞， 县财政局
拨款 2 万元， 保证了志书的

出版。《处州晚报》得悉，第一
次派记者登门专题采访，撰
写新闻， 并附作者正在编写
村志的照片，专版刊登。

见证改革开放

第二次专访是 2018 年。
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的
日子里，笔者心潮澎湃，感慨
万千，联系自己一家人，从祖
辈住深山茅寮到解放后参加
工作，进入社会，在近 10 年
时间里， 老伴带着孩子在城
镇租房换了 8 次。 上世纪 70
年代初调地委机关工作，住
房日渐改善，改革开放后，住
房进小康，而且“芝麻开花，
节节高”， 一年更比一年好，
儿孙辈个个都有一两套宽敞
的住房，住得很舒适。 2018 年
9 月，在“城中村改造”中，原
住房拆除，第 18 次搬入新居
时，《处州晚报》 记者再次上
门现场采访，写成专稿，并附
入新居的特写照片， 作了整
版报道。

自创养生保健路径

上世纪 70 年代初， 我患
了一场大病，求医问药，效果
不佳。 一次，从新华书店买回
一本《保健按摩》一书，按此
锻炼，病情渐好。 自此，开始
走养生保健之路， 以世界卫
生组织和卫生部提出的老年
人健康“四大要领（即：合理
膳食、适量运动、戒烟戒酒、
心理平衡）”为指引，经多年
践行，不断充实完善，自成系
列，形成“四律”（即：生活有
规律、运动成定律、饮食守节
律、律中之贵有恒）养生保健
路径。 随着情况的变化，在老
伴患老年痴呆症， 无法外出
锻炼情况下，改为室内运动，
内容以全身按摩为主， 每天

一个多小时。 运行多年，效果良
好。 自感自悟写成《我的养生保
健路径》，得到媒体认可。《处州
晚报》第三次、《新壹周》第一次
派记者专访，专版进行报道。

欢庆 70 年辉煌巨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
年之际， 笔者以自己的亲身经
历，所见所闻，所感所悟，见证了
共和国的峥嵘岁月， 见证了 70
年辉煌成就。从不同侧面，“一点
水见太阳”， 反映了经济社会发
展和人民生活大改善。《处州晚
报》 记者第四次作了专题采访，
在“国庆特刊” 中作了重点报
道。

新闻源于生活， 生活无处
不新闻。 5 次专访，均发生在笔
者的日常生活中。 有的是近期
发生的事，有的是陈年旧事，也
有的是长期实践形成的感悟和
经验教训，等等。 自创自制原材
料，自立自选主题，自成篇章。
由笔者发掘、筛理、提炼，注入
时代气息， 写成原始稿发给媒
体。 得到媒体的肯定后，派记者
登门专题采访， 在原始稿基础
上，重新撰写成专稿刊登。 自称

“自创新闻”。 笔者作为昔日“写
新闻”的“老报人”，今天成为提
供新闻材料的“新闻主人”，感
到十分自豪！ 也为尘封的个人

“死料”能公之于众，成为服务
社会的“新鲜素材”，为公众提
供有益的精神食粮， 感到十分
欣慰！ 更为新闻媒体贴近社会，
贴近生活，关注老人群体，为老
年人“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老
有所养”提供新的平台，为老年
人生活增光、添彩、助力，感到
十分高兴！ 每每专版刊载之时，
儿孙辈纷纷在网上转发新闻，
广为传播， 自感荣光！ 感谢媒
体！ 感谢记者！

（市区 蔡德邻 88 岁）

� � � �我一生中， 听到被别人指责
或反感最多的话，就是说我“狗拿
耗子———多管闲事”。 例如，我看
到邻居吵架，我总要站出来，分个
是非，惹得有人说我“爱管闲事”，
在车站候车室里看到有人躺在椅
子上，就劝那人坐起来，给别人让
座， 就遭到那躺者白眼相看，等
等。 可我就是难改“管闲事”的习
惯。不可否认，我身上存在很多缺
点， 但一遇到一些歪风邪气或有
碍社会风气的事，总要啰嗦几句。
因为我认识到， 要建设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树立良好的社会风，需
要一个个爱管“闲事”和多管“闲
事”的有正义感的人，需要“好人
好事有人夸，坏人坏事有人管”的
氛围。

(市区 吴昭立 81 岁)

您的经世感言，我们来刊登 ，
欢迎投稿 。 来稿寄： 丽水市
中山街北 126 号丽水日报报
业传媒集团 704 办公室处州
晚报编辑部桑榆情版收；电子邮
箱：C215166610@163.com。

扫扫加入桑榆群
� � � � 处州晚报桑榆读者群已正
式成立，通过这个平台，我们将
组织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 ，以
打造中老年人快乐生活的崭新
平台。 扫描二维码， 加入进来
吧，众多活动等您来。

潮语汇

种花家
即中华家，代指中国。 源于

漫画《那年那兔那些事》中的一
系列热血名言。

踩屎感
鞋子鞋底很软，踩起来很舒

服，就像踩到屎上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