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早，90岁的沈友才便出门前往老
干部活动中心，他迫不及待要和相识

多年的老友一起探讨摄影创作，分享最

近的摄影作品。退休后的他，依然活跃

在摄影前沿，成立了舟山市老干部摄影

艺术研究会并担任会长，他对摄影、对

新闻的执着追求，让熟悉他的人都竖起

大拇指。

这种追求，一直被深埋在他的灵魂

深处。当他端起相机，拍下第一张新闻照

片时，这种追求就已然存在，而耄耋之

年，他的追求依然未有改变。

1979年，《舟山日报》复刊，45岁的沈
友才担任报社摄影记者、摄影美术组组

长。成为摄影记者之前，沈友才在原单位

已是新闻报道的一把好手，多次以通讯

员的身份在《浙江日报》发表作品。成为

记者后，他对自己的要求就是业务更精

进。于是一年里，超过一半的时间他都在

基层，舟山大大小小的住人岛屿，几乎都

留下了他的足迹。

在岗期间，沈友才负责处理编发各

版新闻图片和摄影艺术作品近万幅，编

辑摄影专刊画册 100多期，召开多届摄
影通讯员会议，为舟山培养了诸多优

秀的摄影记者、摄影通讯员。晚年的沈

友才，逐步整理多年留下的底片。这些

定格的历史性瞬间，对舟山来说是如

此珍贵，具有非凡的意义。1987年，撤地
建市；1990年，亚运会火炬传递；1992
年，全国双拥模范城（县）命名。当数十

年后，他拍摄的老照片再次出现在媒

体、网络上，读者的集体回忆也常被清

晰唤醒……

沈友才的得意门生之一，是他女儿

沈汝汝。这位同样优秀的摄影记者，女承

父业，在舟山日报社传为佳话。

工作之余，击剑、乒乓球、飞镖、射

箭、旗袍秀……沈汝汝仿佛没有什么是

不会的。更重要的是，她退休后，把摄

影记者的工作不断融入生活，朝着她

父亲毕生追求的目标不断接近。是的，

舟山日报独有的父女两代摄影记者，

也许他们做的内容、玩的项目大相径

庭，但对待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却如

出一辙。

沈汝汝拍照片是不会累的，而且外

界环境也无法影响她精致的容颜。和她

的照片一样，永远展现最美的一面。最

近她刚从桃花岛拍摄沙滩足球活动回

来，深夜 10点还在电脑前选照片，对待
工作一如既往的认真负责。

从小看着父亲摄影的沈汝汝，六七

岁便开始摆弄照相机，在暗房学着父亲

的样子洗照片。之所以走上摄影记者的

道路，她说，还是源于内心那份对记者的

喜欢和向往。

性格风风火火的她，喜欢看不同的风

景，体验不同的生活，记者这份职业给了

她一个了解世界万千姿态的绝佳机会。

“很多人说过，当摄影记者很累，但我不

觉得。我认为没有新闻的时候才累。”回

忆中，她有过一早上背着摄影器材采访4
条新闻的时候。从事记者职业多年，厚厚

的10余本剪报见证了她的优秀和多年记
者生涯的忙碌。

“我像爸爸。”沈汝汝说，父亲很敬

业，为了工作可以不分昼夜。于是，当她

自己成为摄影记者后，加班到凌晨便是

常态。新闻热线一响起，不管是烈日当

头，还是深更半夜，她都会第一时间拿起

相机赶往现场，而且一定要把手头上的

事情忙完才肯歇下来。

采访中，她曾扛着相机，跟着电力工

人爬上370米高的大猫岛电力铁塔；台风
天，她卷起裤腿，涉水在一线拍摄记录；

节日、庆典、重大工程……多年来照片中

留下的是坚守岗位的忙碌身影，照片下

的作者署名代表着一位异常忙碌的美丽

女记者……

热爱生活、勤奋工作，这就是沈汝汝

的人生态度。

寄语：

当记者不能怕吃苦袁 一定要
深入现场袁 不然找不到新闻袁拍
不出好照片遥 把握新闻敏感性的
同时袁尊重新闻真实性袁不能用摄
影创作的想法去做新闻摄影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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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手翻着书籍清样，一支笔不时圈

圈画画，手边，一本翻开的字典已经半

旧，留着不时翻动的印痕……来其的目

光扫过纸页上的一行行文字，那些文字

虽熟极而流，他却看得一丝不苟。

这位舟山日报社原副总编辑，去年

退休后依然把伏案写作当成生活常态。前

不久，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寄来了他的最

新著作———长篇纪实文学《逐梦远洋》的

清样，这部舟山题材作品是他近来的心

血，审校书稿便是他最近的工作重心。

来其很忙，不仅要写作，还要参与策

划“三毛散文奖”、创建“舟山书库”……

退休后没有一天闲下来的时候。回忆40
余年的记者生涯，蓦然发现竟然也找不

出闲暇的日子。

40多年前，一篇 300字的消息《一支
蘸笔》在《舟山日报》刊登，开启了来其的

记者生涯。文章不长，但一字一句对一位

记者来说，重如千斤。而在之后的日子

里，他需要时刻负重前行。

消息、通讯、评论，小说、散文、纪实

文学，电视剧本、学术论文……多年里，

来其的作品不仅限于新闻领域，还运用

多种笔墨，涉及各种文体，且都小有成

绩。因为他精良的作品和平易近人的态

度，在舟山，不少文学青年将他视为新闻

和文学道路上的标杆。

对于来其这样一位责任心极强的人

来说，新闻工作就意味着纸笔间的“超长

待机”。担任舟山晚报副总编时，中午饿

肚子是常事；担任舟山日报编委、新闻中

心主任，熬夜又是家常便饭。身边的记者

算过，轮到上夜班，他一天的工作时间在

15小时左右。担任舟山日报副总编后，几
乎每个双休日，他都在单位处理稿子，完

整地休息一天，几乎是“奢侈”。

谈话间隙，来其不时用拳头敲敲自

己的后背，仿佛某种习惯。但熟悉他的人

清楚，他需要长期忍受后背传来的酸胀

感。那是一次受伤后仍坚持工作留下的

老毛病。

2003年上半年，来其去普陀采访途
中遭遇车祸，从车里爬出来后，他不是第

一时间去医院，而是继续采访工作。之后，

他不时感觉后背疼痛，却由于工作忙碌，

一直未去医院就诊。直至半年后的员工体

检，才查出原因———陈旧性骨折。原来，那

次车祸中，来其的肋骨裂了4根，就是在这
样的情况下，他依旧埋头苦干半年之久，

痛了，吃几片止痛药，贴几张伤膏。

来其长期在采编一线工作，多年来，

他直接策划《舟山日报》许多重大主题报

道，并撰写开篇系列评论。他还兼任舟山

日报新闻评论员，撰写了300多篇评论。
他撰写的评论，善于抓住新闻焦点，

从时政大局着眼，以具有思辨色彩的笔

调，阐述既新颖独特又围绕中心工作的

观点，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如获得2009
年浙江省新闻奖一等奖的《我们跨入大

桥时代》系列评论、获得2011年浙江新闻
奖二等奖的评论《做一次深呼吸让我们

紧紧拥抱深蓝》等，都受到公众好评。

多年的辛劳，结出丰硕的成果。2004
年以来，来其采写和编辑的新闻作品获

浙江省新闻奖一等奖2次、二等奖14次、
三等奖20次。

来其是一位记者，也是作家，文学创

作是他本职工作以外最大的爱好。

几十年来，他所撰写的大量中短篇

小说，在全国文学杂志发表，并结集出

版。纪实文学《中国舟山》《解读舟山》

《西方人眼里的近代舟山》等，成为公众

了解舟山的窗口。2020年以来，来其创作
的城市书《舟山有意思》，连续两年位居

地域文化图书畅销榜前列，成为向全国

宣传舟山的“利器”。最近，该书获2019-
2022年度舟山市“五个一工程”奖。
“这辈子我一直都在创作，这是终身

之事，不可能退休的。离开原来的岗位，

现在有了更多的创作时间。”他说。如今，

他还致力于“三毛散文奖”的一系列衍生

活动和品牌，例如创建“舟山书库”，汇集

舟山优秀的文学创作者，把他们集聚到

舟山题材创作的旗帜下，共同书写舟山

故事，传播好舟山的海洋文化。

寄语：
像我一样勤奋袁 肯定会比我

做得更好遥

致敬初心！老记者的新故事
阴记者 陈静 黄燕玲

今天是第23个记者节。
在舟山日报的办报历史上，出现过不少富有才华、铁肩担道义的优秀新闻工作者。他们用智慧和勤奋，书写千岛前行的篇章、记录岛城发展的印迹。
任职时，他们勤勉、尽责，深入小岛乡村，把一身汗、两腿泥转化为优秀的新闻作品；退休后，他们仍老骥伏枥，不忘初心。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记者，

他们不仅将此视为职业，更是一种责任和使命。
今天是记者节，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倾听老一辈新闻工作者的新故事，感悟热爱、坚守和创新，并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键盘、鼠标、笔记本……坐在办公桌

前的徐博龙，紧盯着电脑屏幕，调整着

PPT。手边杯子里的茶水已经见底，桌面
的记事本上写着密密麻麻的工作安排。

这位老记者着装简朴、精神矍铄，说起话

来铿锵有力、条理清晰，让人难以相信他

已近古稀之年。

作为上海高校智库研究员、复旦大学

外聘教授、舟山日报高级记者，徐博龙最近

正在上海、舟山各地宣讲学习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对于这项重要工作，各方面细

节他都安排得一丝不苟。

徐博龙的办公室里，墙上挂满了各种

内参、新闻报道获奖证书的照片，让人眼前

一亮。聊起新闻职业生涯，他娓娓道来。

1992年，徐博龙正式调到舟山日报
社工作，从业余通讯员成为一名真正的

记者。这是他多年来，在新闻战线执着耕

耘的收获之一。说起此事，他偶尔感叹自

己“生不逢时”。“小学没毕业，回农村放

牛种田，后来又找机会在嘉兴农校读了

两年书，累计在校时间不到8年。”他说，
自己在桃花岛农技站工作过，也曾到普

陀县种子公司当过出纳员，总之，年轻时

没有一项工作与新闻有关。

然而，徐博龙却打心底喜欢写作。虽

然文化程度不高，却把自己感兴趣的事

情写成稿件，给当时的普陀广播站、舟山

电台、舟山日报投稿。一篇篇“豆腐块”邮

寄出去，他惊讶发现，文章的发表率还挺

高。努力没有白费，徐博龙连年被媒体评

为优秀通讯员，之后，普陀县委宣传部把

他调去专门从事新闻写作。浙江省首届

对外新闻报道评比时，徐博龙采写的通

讯《杨振宁与渔老大》荣获一等奖。

成为舟山日报记者后，徐博龙面对

的是报社众多“笔杆子”。他时常深入基层

一线，尝试采写各种题材的新闻稿件。

“1992年12月上旬，我获悉舟山市委因浙江
水产学院的迁址问题向浙江省委呈送了一

份报告，已经半年过去了没有回复，市委主

要领导心情十分焦急。初当记者的我鼓足

勇气，主动提出撰写一份新闻内参，向中央

媒体反映试一试。之后，我马不停蹄地深入

基层采访，写成稿件《开发海洋离不开育才

“摇篮”，百万干部群众呼吁浙江水产学院

留在舟山》，向《光明日报》投稿。”

文章在《光明日报》的“情况反映”第

21期刊出。1993年2月，中央和省委领导
相继作出批示，最终确定浙江水产学院

本部及学院牌子留在舟山，即为浙江海

洋大学前身。

这些年，徐博龙还采写了不少报道，

其中9篇内参得到了11位党和国家领导
人的批示，16篇报道获全国、省级新闻一
等奖。

2015年正式退休后，徐博龙成为上
海高校智库研究员、复旦大学外聘教授，

为上海各高校的博士、博士后作建言献

策交流指导。他还受邀辗转北京、上海、

福建等地，开设相关讲座，几年来，每天

的生活比年轻时更忙碌。“只要心中有追

求，发挥余热是很开心的。”徐博龙说。

寄语院
希望年轻记者多深入海岛基

层第一线袁 倾听群众意见建议呼
声袁创新思维袁独立思考袁写出更
多有价值的新闻作品遥

来其：

不忘初心，
致力传播海洋文化
来其，舟山日报社原副总编辑，浙江省作协主席团成员、
散文委员会副主任，浙江省散文学会副会长，舟山市文

史馆馆员，舟山市作协专家委员会主任。

徐博龙：

记者就要有
挑战难题的勇气
徐博龙，舟山日报高级记者、上海高校智库研究员、复旦
大学外聘教授。目前舟山市唯一正高三级记者。

沈友才、沈汝汝:

双腿丈量千岛
镜头记录变迁
沈友才，《舟山日报》复刊后的第一位摄影记者。中国摄
影家协会会员。被全国老摄影家协会等授予突出贡献摄

影工作者称号，获舟山摄影终身成就奖。

沈汝汝，舟山日报社原摄影记者，浙江省摄影家协会会员、
省女摄影家协会理事，舟山市女摄影家艺术研究会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