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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加快对学生记者团的人才培养，青年报社的培训机构（上

海青年文化创意培训中心） 为本市爱好新闻写作的中小学生搭建
了培训服务平台。凡报名参加学生小记者班的学员，经考核优秀者
均有望进入“青年报社学生记者团小记者培训班”，其优秀文章和
感人事迹，将优先在青年报社所属的《青年报》、《学生导报》、《生活
周刊》、《青年社交》等媒体上发布。特别优秀者，培训中心将推荐其
加入青年报社学生记者团，并为其今后升学积累真实的成长业绩。
报名咨询电话：54107572、54012128

2012级小记者
王泽川：我们有个共同的名字

27 年前的 1 月 31 日， 第一
代学记团扬帆起航，杨浦高级中
学高二年级的学生胡劲军担任

第一代团长。 27 年后的 1 月 31
日 ，我们 ，作为 2012 级的学记
团接过前任传下来的接力棒 ，
踏上新的征程 ，而我 ，进才中学
高一年级的王泽川 ， 成为了新
一任团长。

为什么， 我们在 27 年来如
此受人关注和重视？ 这不仅仅是
因为我们是沪上乃至全国第一

个学生记者团，更是因为我们的
前辈，真心实意地为他们这一代

青少年服务，为他们这一代人发
出属于自己的声音。 世界通过他
们了解年轻人的行为，了解年轻
人的理想， 了解年轻人的追求，
了解年轻人的心声。

而今天的我们已成为昨日

的他们 ，如今的世界 ，需要作为
新一代的我们用自己的热情、勇
气、理想为沪上数百万青少年学
生代言，在主流媒体上发出属于
我们这代人的声音。 我们，会为
此付出大量的时间、精力；我们，
绝不会因此退缩 ；因为 ，我们有
个共同的名字———学记团。

当我看见自己的照片被真

实地印在 2 月 1 日的《青年报》
上时还有一种极为不真实的感

觉， 心里反反复复一遍遍地问
着自己：“这，就开始了？ ”

今年 1 月 31 日，我作为青
年报社学记团 2012 级的新一
代学生记者参加了青年报社学

记团 27 周年庆典暨 2012 级小
记者入团仪式， 领取记者证的
同时也聆听了前辈师长们的讲

话， 见到了许多传媒界的 “大
腕”。 他们的讲话带给我的是从
未有过的新鲜感受， 好比打开
一扇窗， 将一片从未见过的天
空展示给我看一般， 令我心向

往之。
我还记得青年报社老报

人， 黄汉民老师在会上亲切幽
默的发言。 他说过， 做记者要
有 “四个好 ”， 第一个是 “路
走好 ”， 顶天立地地走好人生
路 ； 第二个是 “人做好 ”， 为
人要厚道 ； 第三个是 “技学
好 ” ， 勤奋苦练新闻基本功 ；
第四个是 “文写好 ” ， 敢写 、
会写有价值的新闻。 这内涵丰
富的 “四个好 ”， 一下子就开
拓了我的眼界， 深化了我对记
者这个行业的认知， 跃跃欲试
之余也倍感压力， 但我已准备
好了， 决心放手一搏。

陈昱清：我准备好了

黄子欣：要做颗耀眼的新星
当我带着兴奋的心情走上

舞台，弯下脖子，接受前辈们为
我戴上属于自己的记者证时 ，
我激动万分。 我向前辈敬了个
少先队队礼， 胸前的红领巾在
这一刻显得格外喜庆和鲜艳 。
我和团员们一齐转过身， 向台
下的前辈、家长、老师们深深鞠
了一躬。那一刻，台上的强烈灯
光照在我们身上，妈妈说，那时
的我就如一颗新星一般耀眼 。
我想，有了家庭的支持，我一定

能在学记团学有所成， 学以致
用， 不负老师和家长对我的期
望。 坐在台下的我听着台上前
辈们慷慨激昂、 富有哲理的讲
话， 心里顿时充满了对学记团
丰富多彩活动的期待。

我很荣幸作为新一届小记

者代表上台发言。 我的发言显
得有些生涩和紧张 ，但我相信
经过在学记团的学习和实践

后 ，我和团员们一定能更快成
长，展示出我们的崭新风采。

带教老师的话

很多当年的学记团成员，现在看到
我时都会回忆起，在那个电脑写作尚未
普及的年代，自己是如何将文章小心地
誊上绿格子的稿纸，装进信封 ，寄到东
湖路 17 号的青年报社； 在那个网络聊
天尚未普及的年代，我们这些带教老师
又是如何以电话或面谈的方式，耐心地
与他们讨论稿子该如何修改。 虽然在现
在不少人看来，他们当年写的那些作品

不是那么成熟，但在我看来 ，最重要的
是他们在文章中表达出的真实的感受

和可贵的见解。 其实，这些小记者，写的
是一种带有新闻性的随笔。 可以说，这
是一种学记团小记者特有的文体：它既
有新闻的元素，又不像正规的新闻作品
那么刻板，而是更随性、更洒脱、更能表
达出学生真实的生活感受，在某种意义
上，这就是一种深度报道。

2004 年夏天，《学生导报》“中学生
通讯社”正式成立。 那时候的我刚工作
两年，可以说，自己还是个“小朋友”。 因
此，当听到有人称呼我为“吴燕老师 ”，
心里甜蜜而又忐忑。 我告诉自己，一定
要对得起“老师”这个称呼。 也许是和小
记者们的年龄差距不大，也许是我有一
颗未泯的童心，也许是我的声音容易装
“嫩”。 很快的，组里的那些小记者们更
愿意直接叫我“燕子姐姐”。 最初，我们
聊得最多的便是采访和稿子。 一次次面

对面的交流、 一个个不厌其烦的电话、
一封封互相勉励的 E—mail……与其说
是我在启发和引导着他们什么，不如说
是我们在彼此启迪，相互学习。 渐渐地，
小记者们也开始和我分享一些成长的

烦恼，能成为他们青春岁月中一个忠实
的聆听者和记录者，我很荣幸。

如今，小记者们大部分都进入了高
校，有些已经参加了工作。 令我感动的
是，每到教师节和记者节，偶尔还会收
到他们的祝福。

我是 2004 年夏天来到《学生导报》
的，上岗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招募 “中
学生通讯社”的小队员。 就这样，结识了
一群热爱新闻事业、 思想活跃的孩子。
说他们是孩子，我有些底气不足，因为
那时的我大学毕业才 2 年，且刚刚接触
新闻行业， 在这个领域也只是个 “孩
子”。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这个“孩子
王 ”就带着 “孩子们 ”一起用我们的热
情，用我们的新闻理想披荆斩棘，一路
前行。 当看到孩子们的文章被印成铅字
出现在报纸上时，我会和他们一样激动

不已。 印象最深的是报社 60 周年时，我
带着“孩子们”去采访青年报社学记团
历届的优秀学员，当时的文汇新民联合
报业集团社长、 党委副书记胡劲军等沪
上传媒届的领军人物。 前辈们当年的奋
斗经历、敬业精神不仅成为了“孩子们”
的宝贵财富，也使我深受启发。 可以说，
在我最初走进新闻行业的几年里， 我是
和“学通社”的“孩子们”一起成长的。 如
今， 我依旧在自己喜欢的新闻岗位上奋
斗， 而那些孩子中也有好几位考入了大
学的新闻系，离自己的理想越来越近。

青年报社素有新闻界 “黄埔军校”
之称。2008 年，报社重振学生记者团。我
欣然领命，负责带教小记者实践、采写，
组织、 安排记者讲座等一系列工作。 3
年来， 我带着小记者们去了很多地方，
采访了众多名人。我一直对他们说：“当
好一名小记者，可以改变你的一生！ ”是

的， 正因为采访了这么多的领导和名
人，令小记者们开了眼界，为自己制定
了不一样的人生目标。 眼下，我带教的
小记者有的进了大学新闻专业，有的走
上了工作岗位。他们将来不一定会成为
记者， 也未必是最出类拔萃的人物，但
我要求他们：“必须做‘最好的自己’！ ”

“ ”贵在他们的真实感受和可贵理解。江倩凤

“ ”我是小记者们的‘燕子姐姐’。吴燕

“ ”和小记者一起成长。王钰倩

“ ”要做记者，就一定要肯出去跑。姚阿廉

“ ”当好小记者改变人生。郭颖

第一届学记团的成员都是来自上

海各重点中学的佼佼者，但我不觉得这
些尖子有什么特殊。 我的信条是：“要做
记者，就一定要肯出去跑。 ”那些不愿意
吃苦受累去采访的小记者， 就应该被淘
汰。 我始终鼓励小记者们像真正的记者
一样出去采访，甚至在《青年报》上给当
年还是高中生的胡劲军开设了专栏。 高
中生写专栏，有什么不可以？ 在我看来，
年龄、资历这些都不重要，文章写得好才

最重要。 在当时的《青年报》上，小记者们
敢讲真话，大家关注学校伙食问题、关注
学生早恋的争议， 很多在当时的中学老
师看来属于“禁区”的话题、很多学生想
讲又不敢讲的心声，都在《青年报》上得
到了真实的反映。 有一次，我参加中学生
夏令营，一些中学老师责问我，为什么要
让学生写那些东西？ 我毫不示弱：“学生
难得有一片可以写出自己心里话的天

地，为什么不让他们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