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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威

作为一名记者，我们渴望挖
掘到好故事。其实，很多新闻报
道的背后总会承载着一份份真挚
与感动，我们不仅倾听故事、报
道故事、追踪故事，更是故事的
参与者。

2024 年的盛夏，在筹备 《沿
江河看闵行》 收官之季的拍摄前
期，我们沿着苏州河的城市文
脉，在闵行的版图上由北向南，
来到“小而美”著称的地方找故
事。就在古美，有缘结识到了一
本具有“大家”气质的本土杂
志，一个让文字回归本真，且熠
熠生辉的场所，一个让人的心灵
有安放处，且随性栖息的港湾。
这里挺有趣，所以我们来记录
它。

一

今年上海的夏天格外
炎热，一个很日常的午
后，我请 《大家古美》 杂
志编辑部老师来融媒体中心
坐坐。一方面想聊聊他们杂
志的故事，另一方面，我们身
为新闻行业的同行，我想，在这
样环境中的预采访会增添一些亲
切和放松。

丁汀主编给我的第一印象，
他思路清爽十分健谈，且是一个
很纯粹的新闻人。从6年前街道办
杂志的初衷，到杂志的版面风
格，内容架构的确立，再到遇到
了哪些困难和挑战。他一边介
绍，我一边做笔记。短短半个小
时，我从多个维度认识了一本好
杂志。坐在一边的是资深编辑欣
秋老师，她会在聊天中，恰到好
处地补充一些小细节，她态度大
方、谈吐优雅，让我感到无比愉
快。就在这“一动一静”之间，

《大家古美》 给我留下了最初印
象。

古美城市风貌里蕴藏着浓郁
的人情味和烟火气。这里不仅有
繁华的商业街区，还有朝气蓬勃
的社区活动，人们在这里乐业安
居。《大家古美》这本社区季刊的
悄然出现，不仅担当着记录古美
人文发展的使命，它也成为了古
美人共同的记忆和情感纽带。

二

《大家古美》 杂志带着满满
的诚意走进了居民的生活。然
而，创办之初，杂志就面临了一
个挑战——要求内页采用黑白版
式印制，而非流行的彩页。丁主

编坦言，这在眼下的读图时代和
视频时代，确实是一个专业性很
强的挑战，但也正因如此，杂志
对文字内容和编辑的要求，随之
被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杂志编委会提出了植根社
区，共襄人文的定位。”丁主编回
忆道。他深知，这本期发的 6000
册杂志是面向社区 16 万居民的，
因此必须以老百姓感兴趣的话题
为切入点，用故事的形式进行表
现。丁主编告诉我，他一直在琢
磨如何以接近老百姓的文风，让
杂志真正走进他们的精神生活，
乃至“床头刊”。

三

立秋过后，正是拍摄的好时
节。这次，我随拍摄团队一道，
第一次走进杂志编辑部。它在一
个社区学校里，穿过前台大厅径
直往前走，就可看到 《大家古
美》 编辑部的大铜匾，很是醒
目。外部是一个公共区域，里面
有个各处堆着稿件、书报的办公
室，一派老报人办刊的氛围气息
扑面而来。两位编辑老师对面而
坐，他们是用文字讲故事，我们
则用画面来叙事，几个场景的见
闻也由此而来。

欣秋老师正伏案改稿，她手
里有一把长长的老式格尺，那是
她修改稿子的“神器”。给杂志投
稿的老年作者比较多，因不善电
脑打字，部分手写稿的字迹有时
难以辨认，因此，她得用格尺辅
助改稿，以提升速度。社区作者
用自己的笔触记录下生活中的点
滴和人生中难忘的历史瞬间，题
材很广泛，欣秋老师有时还要研
究透相关的历史背景。她曾主编
过一份行业刊长达 15 年，退休
后，依然在自己热爱的领域发光
发热。她说，这些笔墨的背后，
大多是居民作者人生过往里很珍

贵 的 回
忆 ， 他 们 的

故事值得被更多
人看到、留下。这是

她坚守在这里的价值意义。
一本杂志，几代读者。“与读

者聊天”则是丁主编挖掘题材的
秘诀之一。他说：“很多新鲜、接
地气的选题都是在与读者、作者
的聊天中发掘出来的。”不仅如
此，丁主编还注重对居民写作爱
好者的鼓励和文稿的精心修改。
有一次，他结识了一位退休语文
教师王璧君，王老师有一双发现
美的眼睛：公园里一处新栽种的
花草，树上的蝉鸣鸟叫，悠闲自
得散步的居民……都是她的作文
题材，所以，她也舍不得离开古
美这个令人惬意之地。她把文章
投稿给杂志，得到编辑部的鼓励
和指点；编辑部也十分注重发掘
还在“上班”的年轻作者参与杂
志投稿，多年来培养了一批骨干
作者；好的杂志需要有更直接的
传播方式，于是，一群可爱的志
愿发行者纷纷定期来编辑部取
刊，肩扛包提小车装，然后散向
周边街镇的各个公共场所……

四

“古美人写古美”是 《大家
古美》 办刊的基石。截至目前，
这本具有“大家”气质的社区季
刊，6 年来已累计发行了 15 余万
册，受众约 45 万人次，其影响力

已辐射到整个古美辖区及周边的
街镇社区。

在采访中，一位在社区事务办
事大厅正翻阅《大家古美》的年轻
居民向我们表示：“在电子阅读时
代，能看到一本社区自己办的纸质
杂志，觉得非常酷；能静静地享受
阅读纸质书刊的乐趣，从杂志中寻
觅社区历史的轨迹，感受曾经的沧
桑岁月，更是酷上加酷。”由是，我
也颇有同感，黑白杂志的确可以让
读者对其内容本身更加投入，也让
文字赋予了更加丰富的张力。

采访尾声，丁主编自信地对
我们说：“一定会把这本杂志办成
让更多老百姓喜欢的杂志！”2025
年开始，杂志将增加8个版，这充

分说明了它的生命力已扎根在社
区肥沃的“土壤”，也是老百姓认
可这本杂志的最好诠释。

在探索古美的过程中，通过
《大家古美》编辑部背后的生动故
事，我领略了古美真正的魅力所
在：真情实意最能打动人心，人
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样子最美丽。
正如杂志封面突出的“大家”两
字，让我听到了来自社区的鲜活
心声，也情不自禁地深深挚爱上
了这片青春的热土。因为，这里
有一个老百姓可以抒发、交流自
己故事的“心灵港湾”……

（作者为闵行区融媒体中心
编导、《沿江河看闵行》系列主创
之一）

大家的“心灵港湾”
——《大家古美》编辑部故事采访手记

感同身受的故事，跨界与融合的交流

传统媒体人的坚守，筑起大家的“心灵港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