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柒

伍

陆

T05

现在时·我们在努力
2014年1月1日 星期三 编辑／蒋颖颖 首席校对／江华 组版／陈晨

□社区助理记者 刘新合/文 蔡福庆/图

2013年12月25日凌晨，我们来到洛
阳市报业印刷有限责任公司2楼大厅，这
就是“第一读者”王慧峰、郭晓辉工作的
地方。“第一读者”负责对报纸内容进行
最后把关，他们要对《洛阳日报》《洛阳晚
报》《洛阳商报》《洛阳广播电视报》进行
审读。“发现重大差错要及时向主管社领
导汇报，通知相关人员及时改正，严重的
话还要立即停印当天报纸，我们要对读
者负责。”郭晓辉说。

经过简单的“培训”之后，我就开始跟
着他们工作了。凌晨零点45分，25日《洛
阳晚报》B叠的16个版已经印刷出来了。
王慧峰和郭晓辉签上接版时间，然后埋头
看日期、看天气、看导读、看广告、看每篇稿
件的大标题和小标题、看重点稿件的每一
个字……

“咱们的报纸一分钟印刷几百份，审

读稿件一定要聚精会神。差错晚发现一
分钟，就可能造成几百份报纸作废。”郭晓
辉说。

凌晨2点10分，25日《洛阳晚报》A叠
16个版印出来了，我们又埋头投入紧张的
工作之中。“这个标题用这个词合不合适？
得查查。”王慧峰迅速拿出词典开始查找。

因为是在报纸印出来后第一时间审读，
“第一读者”一直处于紧张的工作状态。他
们晚上7点开始工作，要一直持续到第二天
凌晨5点左右才能结束，平均每天审读各报
80个版面，审读标题800个以上。被问及感
受时，他们说：“工作很累，但能让读者看到
高质量的报纸，这点辛苦不算什么。”

凌晨4时许，我的上下眼皮开始打架，
我走出了印刷公司的大门，他们还在等25
日的《洛阳日报》印刷出来。此时，您一定
还在甜蜜的梦乡中，当您早晨拿到《洛阳晚
报》时，别忘了有两个“第一读者”曾为您彻
夜审读。

□社区助理记者 冀春兰/文 记者 付璇/图

“让报纸印刷出来后，没有任何文字方
面的错误，这就是我的职责。”2013 年 12
月 24日，作为晚报社区助理记者的我在
晚报校检组进行体验时，洛阳晚报校对
李瑾这样说。

当天18时许，我来到洛阳日报报业集
团19楼的晚报校检室，约50平方米的办公
室内摆放着20多张工作台，每个工作台上
都摆放着《辞海》或第6版《现代汉语词典》。

一名编辑拿着一张报样走了进来，我赶
忙凑上前，看到是12月 25日B16版的报
样，于是主动请缨把这张报样校对一下。可
谁知，我把报样上所有的文章都读完了，也
没找出一点儿毛病，无奈只好向夜班校对李
瑾请教。

李瑾坦言，已工作 15年的她对如何
快速校对报样，如何修改字、词、句、标点
符号等已形成一套方法，这正是一代代报
人传承下来的经验总结。比如，拿到一张
报样后，首先应看报眉，即报纸最上面一

行的时间、版序、编辑姓名等；然后检查文
章标题、图片等，看有没有文图不符或图
片颠倒的情况；最后再看字、词、语法、逻
辑、标点等。校对看完一遍并不代表工
作结束，还要按这个顺序进行二校、三
校，在校对工作的同时，编辑也在做版面
审读工作。如此，经过三次校对后，首
席、资深校对还要重新审查一遍，确认版
面已经无错了，组版员才能将版面传给
印刷公司印刷。

以前，我以为报纸校对就是改改错别字
而已，技术含量并不高。通过这次体验，我
彻底改变了对这个岗位的认识。作为一名
校对，不仅要有丰富的专业知识，还要不断
学习各个领域的知识，以适应报纸的发展
需要。

体验当晚是平安夜，但这里的很多年轻
的校对都在办公室里，仔细地看着各自手中
的报样。李瑾说，校对一般是凌晨一两点下
班，遇到一些重大事件需要等稿件时，五六
点下班也有过。“工作虽然很辛苦，但为了

‘咱家的报’，值！”李瑾笑着说。

□社区助理记者 张新乐/文 蔡福庆/图

2013年12月24日晚11点40分，我们
来到了位于定鼎南路的洛阳市报业印刷有
限责任公司，亲自见证了一份报纸的诞生。

在该公司经理助理忻利义的指引下，按
照流程，我进行了简单的体验。接版——报
纸印刷的第一道工序，该工序的主要任务就
是将经过编辑、校对、排版后的小版（四开
版），通过内部传输系统接收后，拼成大版
（对开版），再经过制版、弯版、检版、分色、挂
版、穿纸、调色、套准、付印等工序，完成一份
报纸的印刷过程。

因为新闻的一些特性，报纸需要在

晚上印刷，所以印刷工人通常是“披星戴
月，黑白颠倒”的。一名姓张的班长说：

“晚上8点前到岗，开始印刷几十万份报
纸，第二天 6 点左右印完。”对这种生活
状态，他们说得最多的是：“不能耽误读
者早上看报纸。”

25日凌晨3点多，在机器旁上上下下
几个小时之后，我已经筋疲力尽，但因为报
纸在不停地印刷，这些印刷工人并没有歇息
片刻。

因为工作性质，这群人长期过着晚上工
作、白天休息的生活，他们的生活是非常态
的。但我在现场没有听到一句抱怨，没有看
到一丝懈怠，这是一群可敬的“夜猫子”。

校对:字里行间细“挑剔”

“第一读者”：报纸内容的最后把关人

印刷工人：当“夜猫子”让您早看报纸

印刷工人查看报纸印刷质量

李瑾向冀春兰（左）讲解注意事项

郭晓辉向刘新合（左）讲解工作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