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么近，那么远 

——我们的亚运故事 

萧山市融媒体中心 张笑歌 

 

这么近，那么远。（萧山网视频简短呈现）杭州亚运会闭幕日，这

是我和我的小伙伴最真实的心情，最真实的写照。为什么？眼中有光，

心中有爱，我们用笔和镜头，见证、参与和报道了这个历史性的时刻，

也展示和验证了我们萧山融媒体中心的战斗力。            

一，职场句号在亚运划圆 

尊敬的各位老师，亲爱的同仁们，大家好！我是笑歌，萧山区融媒

体中心的一名老记。新闻从业 32 年，做过记者，做过编辑，做过主持

人，做过电台的主播，可我没想到，我职场最后时刻会和亚运相遇。 

去年的 8月份，临近退休的我，突然接到了去担任亚运会奥体中心

游泳馆媒体运行团队新闻联络员的通知。说实话，对于这样一个任务，

我在感到兴奋和自豪的同时，心中更多的是忐忑。 



兴奋和自豪的是，作为一个区县级媒体人，能够参与到杭州首次举

办的洲际赛事中去，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这既是领导和同事们对我的

信任，也是对我职业生涯的肯定。忐忑的是，这个工作难度极大，我不

知是否能够胜任。 

亚历山大啊！大家知道，亚运会游泳馆新闻联络员的工作是一项综

合性、专业性极强的工作。第一次参与到国际性的赛事中并担任这么重

要的职务，真是大姑娘上花轿，头一次。怎么办？学呗。参加亚组委组

织的培训、向领导和同事请教、上网查阅各种有关的资料以及参加赛事

一天演练等等，足足一个月下来，总算对自己的工作有了比较完整的认

识。 

在亚运会的每一天，我都忙碌而充实。早晨，我会早早地来到场馆，

与各个部门的负责人进行沟通，了解当天的比赛安排和重点。然后，密

切关注比赛的进展，随时准备为媒体提供最新的信息。在比赛结束后，

我要与运动员、教练员等进行交流，了解他们的感受和思考，为媒体提

供更多的背景故事和深度报道。还要及时收集媒体对亚运会游泳项目及

游泳馆的报道，发现负面舆情及时上报和处理。为此，每天在游泳馆我

行走的步数，每天都将近 10 公里，尤其是第一天，在比赛结束以后我

看了看，从早上 6点半进场到晚上 11点半离开，这一天创了几十年来

我行走的最高记录，6 万 3000 多步，半夜回到家，就觉得两条腿都不是

自己的了。 



但是，不管自己有多累，履职尽责不能忘。开赛第一天，日本 NHK

的记者由于携带的无线设备没有贴上亚组委的专用标识，被安保人员禁

止带入场地而发生冲突。安保方面履行自己的职责，坚持按亚组委的规

定执行，记者持证件可以进，设备没有标识必须留在场外。日本记者则

认为，没有设备他们无法工作，而且，这些设备是亚组委租借给他们的，

没有标识，不是他们的责任，双方因此争执不下。在接到这个很可能出

现负面舆情的消息后，作为新闻联络员，我们一方面向亚组委相关人员

了解情况，一方面到现场协助有关部门进行了耐心解释、沟通。最后，

我们决定先让记者入场，然后派人和日方工作人员一起到主新闻中心将

相关标识补上，化解了这一矛盾和冲突。这个事情按理说，也是一个新

闻事件，可以进行报道。当时我们的考虑是，这主要是由于日方工作人

员的疏忽和对亚组委规定不熟悉产生的一个误会，亚组委有关工作人员

工作不够仔细也是一个因素。不管从哪一个方面进行报道都可能产生负

面效果，我们最终的选择是没有进行报道。 

游泳比赛第一天，因为，只有游泳馆有金牌产生，游泳馆记者席爆

满，许多记者在上午就开始占座，看台和内场摄影记者席位严重不足，

很多摄影记者没有拍摄位置，开始吐槽文字记者席位太多并把文字记者

席位甚至观众通道占了。工作人员劝阻无效，双方都有点急眼了。我们

又不能说，本来我们留了足够的席位，被组委会在开赛前砍掉了一半留

给观众。当时，我们只好以记者同行的身份一面好好的劝解，请记者们



相互体谅，一面和相关部门协调解决方案。最后是让出部分文字记者席

位，不足的席位请记者在残疾人预留平台进行工作而解决了问题。以此

为教训，我们整个媒体团队对记者的安排进行了进一步完善，在后面的

跳水比赛出现类似的情况，就波澜不惊了。 

在整个赛事期间，我作为可以整个场馆通行的新闻联络员，身处赛

场，却从未看过一分钟的比赛，没有向运动员要过一次签名。这不仅是

职业的规范，也是对我们自我约束能力的考验。尤其是全红婵等明星运

动员上场的时候，真是渴望能够上看台看看他们的比赛。但我们不敢忘

记自己的职责，我们的关注点始终落在防范突发事件的发生，保障运动

员顺利完成比赛后接受采访。所以，估计有不少人看到了我和同事们在

混采区作为人墙，护住挡板，护住运动员过混采区的画面。（这里可以

用 PPT 展示） 

正是我们媒体运行团队成员所有的认真、细致、高度负责的敬业表

现，我们圆满的完成了亚运会、亚残运会的场馆新闻宣传任务，得到了

亚组委的高度赞赏，我自己也很荣幸的被评为“红色领航，奉献亚运”

暨“六大行动”“每周之星”，受到亚组委的通报表扬。 

不仅仅是我，我们萧山融媒体中心为了亚运会报道特别抽调了几乎

所有的优秀记者和采编、转播等工作人员，组成了亚运报道专班，他们

也在各自的领域发光出彩。 



二，我们的歌唱响在亚运闭幕式上 

陈于晓是我师弟，更是我多年的同事。亚运会的闭幕日，当硕大的

电子屏上打出《放飞梦想动起来》作词：陈于晓，我和伙伴们激动举起

双手，连声欢呼。 

晚上 6 时半，杭州亚运会闭幕式上，一首名为《放飞梦想动起来》

的歌曲由本土歌手叶子唱响，激情四射地点燃了全场。这首歌曲，是一

个完美展示萧山文化与亚运精神结合的例证。而这背后，不可或缺的是

我们萧山融媒体中心记者陈于晓的创作。 

歌曲的创作始于一年前的一个春天，当陈于晓接到为亚运会创作一

首歌曲的任务时，他没有犹豫，立刻投入到这项挑战中。通过与音乐家

和歌手的紧密合作，他们希望创造出一首能够激励人心、展示萧山热情

的歌曲。歌词“动起来，动起来，你我一起迎未来……”不仅仅是呼吁

行动，更是一种精神的激励，鼓舞人们一起向未来进发，共同迎接挑战。 

陈于晓在创作过程中，深入探讨了萧山的地域文化和亚运的主题。

他的歌词充满了动感和希望，能够瞬间点燃听者的热情。在歌曲发布后，

它迅速在社区和网络上流行起来，成为激励萧山居民和亚运观众的一种

声音。 



在闭幕式上，当《放飞梦想动起来》的旋律响起，整个奥体中心变

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歌曲的表演不仅仅是一个音乐项目的展示，更是

一次文化的传递和情感的共鸣。观众们随着节奏拍手，全场充满了活力

和热情，这一刻，不仅是对亚运会的庆祝，也是对未来的期待和憧憬。 

这场表演被誉为“短短四分钟的高潮”，但其背后的准备工作却是

长达数月的艰辛努力。从歌曲的初步构思到最终的舞台呈现，每一个细

节都被精心打磨。陈于晓与团队的不懈努力，使这首歌成为了闭幕式上

的一大亮点。 

这一成功的表演，不仅展示了萧山文化的独特魅力，也体现了新闻

人在大型国际赛事中扮演的多重角色：他们不仅是报道者，也是文化的

传播者和创造者。通过这首歌，陈于晓和他的团队向全世界传递了一个

信息：在追求梦想的路上，我们一起前行，一起动起来。 

三，主任和亚运冠军“同框”了 

徐凌，我曾经的新闻部的主任，这次，我们在杭州亚运会奥体中心

游泳馆又一起“同事”。 

作为杭州亚运会奥体中心游泳馆的媒体运行主管，她原本只是幕后

的一名工作者，但在亚运会期间，她意外地与全红婵这样的亚运冠军“同



框”，成为了一个被广泛关注的焦点。这一瞬间，不仅让她重新思考了

自己作为一名媒体人的角色，也让她体验到了亚运精神的真正内涵。 

最难忘的瞬间发生在女子 10 米跳台决赛后。那晚，全红婵刚刚赢

得金牌，混合采访区内媒体云集，气氛紧张。徐凌身穿官方制服，站在

运动员通道的入口处，一边维护秩序，一边协助全红婵应对媒体的追问。

在那一刻，她不仅是一个场馆工作人员，更成为了桥梁和守护者，确保

了事件的平顺进行。 

面对全红婵，徐凌展现了她的专业和耐心。尽管混合采访区内人声

鼎沸，但她依然保持着冷静，用肢体语言和简短的指令，帮助全红婵在

镜头前保持最佳状态。她的行为不仅保证了采访的质量，也保护了运动

员的权益，体现了媒体运行团队对亚运精神的深刻理解和尊重。 

徐凌的这些努力，在网络上引起了广泛关注。许多网友赞扬她既温

柔又专业的工作方式，称她是赛场上的“无名英雄”。而对于徐凌自己

来说，这次“同框”不仅仅是一个意外的高光时刻，更是对她职业生涯

的一种肯定。她表示，虽然现在已经不再是面对镜头的记者，但依然能

在这样的国际大舞台上为媒体和运动员服务，感到无比的光荣和自豪。 

这一刻，徐凌不仅因其专业性而备受尊重，也由于她对工作的热爱

和对亚运精神的传承，成为了真正的亚运明星之一。她的故事说明了在



一线工作的新闻人和媒体工作者的重要性，他们虽不常出现在镜头前，

但他们的努力和专业是赛事能够顺利进行的保证。 

四、我们讲述《我们的亚运故事》 

亚运会的成功，不仅彰显了运动员的才华和东道主的组织能力，也

提供了一次展示我们萧山融媒体中心创新和敬业精神的舞台。中心所属

《萧山日报》的 16版专题报道《我们的亚运记忆》，是对萧山和整个亚

运会独特视角的深入探讨，展示了新闻从业者如何在大型国际赛事中发

挥关键作用。 

记者在现场，新闻在现场，报道在现场。亚运闭幕式在落幕，《萧

山日报》夜编室挑灯夜战了，整整 16个版的《我们的亚运故事》组稿，

拼版，8 个小时后，带着油墨的芳香，这些故事，走进萧山的千家万户。 

《我们的亚运记忆》专题报道，由多位资深记者和编辑共同完成。

他们深入赛场，采访运动员、教练、志愿者以及观众，记录下许多鲜为

人知的感人故事。例如，报道了一位年过七旬的志愿者，她每天清晨五

点开始工作，只为能够在亚运会期间为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提供帮助。

还有关于地方小吃如何成为外国运动员和游客的新宠，以及如何通过小

吃窗口展示萧山的独特风味和热情好客。 



这 16版专题不仅聚焦赛事和人物，还专门设立了多个栏目，介绍

萧山如何利用亚运会这一机遇推动自身发展，包括基础设施的改善、文

化活动的丰富以及国际影响力的提升。通过《萧山时刻》等栏目，报道

展示了萧山在亚运会期间的变化，从一个宁静的城市转变为国际赛事的

焦点。此外，《萧山日报》的报道还包括了对亚运会遗产的前瞻性分析，

探讨了赛后设施的利用和对地区经济、文化的长远影响。这些报道不仅

为当地居民提供了信息，也为国内外的读者呈现了一个全面、多元的萧

山。 

《我们的亚运记忆》专题通过各种形式的报道，如文字、图片、视

频和在线互动，极大地增强了信息的传播效果和受众的参与度。这不仅

是新闻报道的胜利，也是新闻人敬业、创新的体现。（PPT 呈现《萧山日

报》亚运专版《我们的亚运故事》。  

在亚运会期间，《萧山日报》不仅报道了赛事的成绩和亮点，还深

入挖掘了背后的人物故事和文化意义。从策划到执行，每一篇报道都经

过精心准备，确保能够触及读者的心弦，传递亚运精神和地方文化的融

合。我们的亚运报道，通过央视、新华社等国内外媒体飞跃千山万水，

把萧山和世界更加紧密的连在了一起。 

随着杭州第 19 届亚运会的圆满落幕，我们作为一线的新闻人员有

幸见证并记录这一历史时刻。从陈于晓的创作到徐凌的场内协调，从《萧



山日报》的深度报道，到我们每一位台前幕后工作人员的兢兢业业、恪

尽职守，每一步都体现了我们对职业的热情和对新闻真实性的坚守。 

这么近，那么远，这就是我们新闻人的亚运。许许多多的幕后新闻

人，身处盛会却离赛场很远，无暇去亲身感受运动员的奋力拼搏，观众

的激情呐喊，但收音机、手机、电脑、电视屏幕里和散发着油墨香报纸

第一时间端出的“亚运新闻大餐”，和亚运盛会紧紧相连，和我们的受

众贴的是那么的近。我们的使命和初心在这远与近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远与近，并不代表不可逾越的距离。远，带来的是融的团结协作，

是新闻业的步履不停、进步不止。近，是我们和时代、和人民、和世界

更加的贴近，远与近的结合就是我们新闻人永远在路上的追求。 

这么远，其实又那么近。让我们继续在新闻世界的远山近水中迎风

而上，游目骋怀，山海相遇！各位同仁，让我们永远期待下一个精彩的

瞬间，让我们再次相聚在未来的报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