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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编辑：有些神经质的“夜猫子”
□本报记者 王民峰/文 李英平/图

每天早晨，当一份份带着
墨香的报纸“流淌”在大街小
巷，大多读者或许都不会注意
报眉处编辑的名字。其实，在
一份报纸内容诞生的过程中，
编辑“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
们是幕后“把关人”，常在午夜
下班，是炼就“火眼金睛”昼伏
夜出的“夜猫子”。

编辑是媒体中最善思考
的一个群体，他们满怀新闻理
想，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
感。由于常年上夜班，他们的
生物钟彻底被打乱，多数患有
颈椎病、腰椎病；他们没有过
多时间陪孩子，总觉得亏欠子
女很多；为出精品，他们精益
求精，甚至有点儿神经质……

每篇新闻稿件的出炉，都渗
透着编辑的心血和智慧。编辑的
工作从下午3点开始，反复修改字
词、语句、标点符号，制作醒目的
标题，精编稿件内容……为让版
面更漂亮，他们常常绞尽脑汁，直
到午夜才能结束，遇到重大报道
时，甚至熬夜至凌晨四五点。

2012 年伦敦奥运会期间，平
顶山晚报推出奥运特刊——《奥·
韵》。北京时间7月 31日凌晨，鹰
城姑娘李雪英在举重女子58公斤
级比赛中夺冠，同时打破了抓举
和总成绩两项奥运会纪录，同时
助中国实现该项目奥运三连冠。
本报记者早已“蹲守”在李雪英的
家乡——舞钢市尚店镇李楼村，
与她的家人一起观看比赛。本报
刊发的《奥运冠军李雪英的成长
之路》等独家报道，后被媒体广为
转载。

“咱鹰城姑娘夺冠，作为家乡

有影响力的媒体，必须有咱独家
的报道，这是责任也是使命。”至
今，晚报编辑部主任楚让蕊还清
晰地记得，版面排完已是凌晨4点
多，“整个奥运会期间，夜里 12 点
前就没下过班”。遇到重大报道
时，编辑凌晨四五点下班是常事。

现在，已从事 17 年新闻工作
的楚让蕊患有颈椎病，疼痛时甚
至出现头晕眼花的状况。为改善
身体状况，她常利用休息时间做
瑜伽、推拿。虽然编辑工作极为
辛苦，但她打心眼里喜欢这份工
作，苦在其中，也乐在其中，“累并
快乐着”。

由于工作的特性，日报编辑
的下班时间会更晚，夜里 12 点以
后下班是工作常态，凌晨四五点
完工也屡见不鲜。“上班时常常是
高强度、满负荷，不敢有丝毫的懈
怠。”11月 4日，负责一版的日报编
辑张红晓说，他编辑一版时一轮

一周，上班的一周内，他与妻子、
朋友“约法三章”：不接送孩子、不
做饭、不聚会，“只有这样才能全
心全意工作，不然精力、体力上跟
不上，容易出问题”。

“一版编辑肩上的担子重，责
任大，压力也大。”张红晓说，作为
一个党报的夜班编辑，要经常“充
电”学习，把握好宣传重点和新闻
热点，时刻绷紧政治这根弦，不能
有政策性方面的丝毫差错。每当
遇到重大报道时，凌晨四五点下
班是常态，睡到上午 10 点才能醒
来，“生物钟彻底乱了，有时晚上
睡不着，有时睡到中午十二点”。

楚让蕊说，在新闻战场上，编
辑常常昼伏夜出，是名副其实的

“夜猫子”。由于长期上夜班，只
能白天睡觉，他们的生物钟被彻
底破坏，休息时间极为紊乱。不
少人因此患有颈椎病、腰椎病，甚
至心脏也不好。

人们常说“穷人的孩子早当
家”，其实，编辑的孩子们也早早
学会了独立与坚强，“洗衣、做饭，
烧水、拖地，里里外外都是好‘身
手’”。

晚报编辑程光荣的妻子在叶
县教高三，工作繁忙，回家时间比
较少，带孩子全靠他一人。因为
工作忙碌，常无暇顾及儿子的学
习和生活，每念及此，常觉亏欠孩
子。

“我给儿子说，爸爸忙，没时间
给你做饭，你要像个男子汉！”程
光荣说，儿子刚上小学时，一个人
在家害怕，他就这样鼓励儿子。
今年，儿子12岁，早已学会了独立

与坚强。
有时，由于工作忙碌，程光荣

从单位回家后根本来不及做饭，
但一看到儿子不但煮好了牛奶，
还做好了两三个菜，他就特别感
动，“儿子做的饭比我做的好吃，
顿顿都美味无穷”。

由于编辑工作的特性，下午
七八点至夜里十一二点，程光荣
的儿子只能一人在家。程光荣
说，如果夜里回家太晚，儿子早上
独自乘坐公交车上学时，他还在
睡觉。值得高兴的是，儿子虽无
人照看，但自律性比较强，这一点
儿令他也很佩服，“动画片只看
45 分 钟 ，晚 上 8 点 准 时 上 床 睡

觉”。
晚报编辑刘稳的儿子今年 5

岁了，因孩子的爷爷奶奶早就不
在了，而孩子的爸爸最近又派去
外地学习，如何出色地完成工作，
又能兼顾儿子的生活，就成了一
项艰巨的“任务”。

“儿子很小的时候，都是姥姥
在照看，现在上幼儿园了，就靠朋
友、邻居帮忙。”刘稳说，儿子跟着
自己也快变成了“夜猫子”，每天
晚上睡得很晚。每当想到这些
时，她心里就特别难受。但是，令
人欣慰的是，儿子虽然调皮，但还
算懂事，不但没有埋怨，还时常安
慰妈妈。

作为幕后“把关人”的
编辑，手机是 24 小时不关
机的，这是工作要求，也是
职业责任。他们最担心睡
梦中或次日上午接到领导
或单位的电话，因为“多半
不是好事，很有可能是报纸
出错了”。

前不久的一天深夜，正
在睡梦中的晚报编辑张骞
突然接到夜班电话，顿时紧
张起来，“由于版式不齐，印
刷厂不能开印”。他赶紧穿
上衣服，急匆匆地跑到采编
中心，而此时版面已被“锁
定”，后经技术人员授权才
打开了版面。经多方查找，
是其他环节出了问题，他才
松了一口气。

“当编辑时间越长，越
觉 得 战 战 兢 兢 ，如 履 薄
冰。”张骞说，编辑是新闻
内容的“把关人”，一旦出
错很多时候无法弥补，必
须炼就“火眼金睛”，无论
标点符号、字词、图片，还
是标题、报头、版式等，都
不 能 有 丝 毫 的 差 错 ，“ 有
时，夜里常常在梦中被惊
醒，醒来后还清晰地记得
梦 中 的 版 面 上 哪 儿 出 了
错”。

晚报编辑张满说，她觉
得 编 辑 都 有 点 儿“ 神 经
质”，有时感觉无缘无故地
焦虑，如果夜里接到报错的
电话，紧张之余会略感庆
幸，毕竟还有修改的余地；
而一旦次日上午接到电话，
她就会惊慌失措。一旦出
错，受处罚是小事，最严重

的是错误已无法挽回。每
次签版前，她都会重新浏览
报头、标题、日期等细节。

跟文字打交道是件很
辛苦的工作。为排遣工作
的枯燥和压力，实在太累
的时候，晚报编辑徐明卉
喜欢看几则笑话，“看稿子
时间长了，头晕眼花，不找
个开心的事情调解下，很
容易出错”。有时，下班回
家时，她常打印一份大样
带回家，走到家后还反反
复复地看，“一会儿看看报
头，一会儿看看稿子内容，
一会儿看看标题”，生怕哪
儿出了差错。

“ 有 一 条 高 压 线 始 终
横 在 心 上 ，就 是 不 能 出
错。”晚报编辑朱丙强说，
编版时遇到“猛料”与“深
度”报道是件很兴奋的事
情，如果晚上遇到突发新
闻 ，需 要 调 整 版 面 ，他 并
不 觉 得 麻 烦 ，因 为“ 这 是
编辑的职责所在”。

深 夜 下 班 后 ，饥 肠 辘
辘 地 走 在 空 旷 的 大 街 小
巷，看到哪家小店开着门，
能吃上一份芝麻叶面条或
到小摊上“吹吹牛”，他们
常觉得回味无穷。只有此
时，他们才可以松一松紧
张的神经。

回家后，洗漱洗漱，浏
览下微信圈……接二连三
地打上几个哈欠后，就该钻
进被窝了！次日，为让读者
心中的墨香更加弥久，他们
将再次迈着坚定的步伐，铿
锵前行！

夜班室里，编辑是真正的“夜猫子”

顾不上家，编辑的孩子早“当家”

最怕出错，编辑有点儿“神经质”

编 辑 刘 稳
首席校对 刘跃勤

晚报编辑部的女同胞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