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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A所为走2:刊路

一本社区刊物， 如何实现广为流

传？ 日前，记者走进设在古美路街道社

区学校的《大家古美》编辑部，提起办

刊历程，已在古美社区居住了 26 年的

执行主编丁汀打开了话匣。“2018 年

春，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和古美路街道

党工委书记张伟麟重逢叙旧。 得知街

道希望创办一本围绕社区文化主题的

刊物， 从采编岗位退休的我一下就来

了兴致。 ”

丁汀（本名丁志良），退休前是一位

媒体人，2012 年加入上海市作协，也算

闵行本土作家。 对文字工作抱有满腔热

爱的他，曾当过杂志编辑部主任、报社

特约撰稿人，并著有《马蹄放歌》文集系

列及长篇纪实文学《磨难的岁月》 等 6

部书籍。 纵然有着二十余年从事采编工

作的丰富经验， 但在创办社区刊物之

初，他依旧面临诸多新的未知。

万事开头难， 丁汀面临的首要难

题， 是社区稿件的来源和采编人员的

组织。 虽为主编，但面对的却是“举目

无作者”的现状，年过花甲的他成了不

折不扣的“工作狂”，夜以继日或伏案

于编辑部，或四处奔忙联络，同时与由

古美路街道党工委、 办事处及各部门

负责人组成的编委会紧锣密鼓地商量

办刊事宜。

宗旨定下来后，他开始邀请文友中

的作家、记者、教师、学生等组成“采写

空降团”，来到古美采写社区故事。

“当时一些朋友不愿和我联系，因

为不管是朋友圈， 还是和身边人聊天，

都是我收集选题的渠道。 一旦发现好的

线索，我会紧盯不放。 ”虽然不少亲友调

侃他“退休后比上班还‘撒度’（吃力）”，

但丁汀却乐在其中。 他笑着说，《大家古

美》好似自己的“孩子”，心中有了执念，

充分发挥余热，乐意承担起对“孩子”沉

甸甸的责任。

2018 年冬， 经过半年的筹备和采

写， 丁汀迎来了创刊路上最难忘的时

刻。以自然四季为刊期，期发 6000份的

《大家古美》创刊号“诞生”。 上海书法家

协会副主席张伟生、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萧海春、原全国政协委员瞿世镜等一众

文坛“大咖”纷纷为创刊号或泼墨或作

文，社区故事、民生纪实、凡人善举、历

史变迁等跃然纸上，一时间在社区读者

中引发热烈反响。

创刊号“一声亮啼”，让丁汀倍感

振奋，信心倍增的同时，他也暗自给自

己立下更高目标。“都说开店容易守店

难，办刊更是如此。 让《大家古美》持久

焕发根植社区的‘生命力’，成为一份

有品质的社区刊物， 这是我的心愿和

目标。 ”

居<成为故事“8讲人”

作为一名资深编辑， 丁汀深知，优

秀作者永远是刊物的基础所在。 虽有

“采写空降团”鼎力支持，但社区刊物的

发展更离不开普通居民的参与。 记者采

访间，他翻开《大家古美》创刊号，扉页

寄语中写道：“《大家古美》 应成为古美

市民大家来书写的杂志，亦是一本具有

‘大家’气质的社区杂志。 ”丁汀解释，所

谓“大家”气质，就是要为普通百姓搭

台，引导更多古美人写出大家的心声和

故事。

组建一支由居民组成的“社区创

作团”迫在眉睫，也绝非易事。“寻找社

区作者的秘诀， 在于细心、 耐心和初

心。 要细心发掘社区里想写、敢写、善

写的居民，耐心修改每一篇来稿。 ”丁

汀回忆道，那段时间，自己和编委会成

员不仅广泛宣传《大家古美》和推广投

稿邮箱， 更主动邀请社区作者和热心

居民走进编辑部， 讲述自己的以及发

生在身边的故事。

编辑部成员欣秋（本名周珂银），曾

办过行业杂志，文笔也优美，但作为社

区刊物编辑，要编好居民来稿，确实要

花功夫，她说：“为了让居民的稿件达到

发表的基本要求，我们鼓励大家说自己

的经历，写有意思的片段，再字斟句酌

地修改。 ”她坦言，修改稿件虽费时费

力， 但也让自己收获良多。“每改一篇

稿，就是一个谈和听的过程，让我从中

了解了很多社区里的暖心事，也真切感

受到了居民对社区最真挚的情感。 ”

居民朱益方回想起创作诗歌《还

将扛起志愿者的旗》的初衷时，充满了

感慨。“我退休前从事工程工作，和文

学毫不相干。 只是看到小区里很多志

愿者为大家默默服务， 就有感而发投

了稿。 ”

令朱益方欣喜的是，投稿邮件发出

不久，他就接到了丁汀的面谈邀请。“刚

开始，我反复修改，但依旧缺乏文采。 两

位老师多次推敲润色，才让我‘拨开云

雾见天明’， 最终有了这篇朗朗上口的

完成稿。 ”文章的发表，让朱益方的写作

热情一触即发， 此后无论是生活见闻、

往昔经历，还是小区的人物事，都会触

发他的写作灵感。“真没想到人至夕阳

又有了新爱好，写作能让我收获快乐和

成就感。 ”

成为刊物骨干志愿者的，还有古美

路街道“市民巡访团” 负责人马佩娣。

“通过其他志愿者的介绍，我得知了《大

家古美》， 但想要投稿却又不知如何提

笔。 ” 回忆在编辑部聊谈时的情景，她

说：“在编辑老师的鼓励下，我讲述了家

庭故事，本以为是普通琐事，没想到却

感动了很多人。 ”

马佩娣家庭被评为 2021 年古美路

街道“幸福家庭”，她与婆婆和睦生活 39

年直至老人 97 岁离世。 在丁汀的鼓励

下，她写下《亲情：家和之源》一文，不仅

回忆自己与婆婆从婆媳变母女的温馨

故事， 更分享了对婆媳相处之道的见

解。 文章一经刊登，感人的亲情故事就

成为了古美邻里间的佳话。

通过对每篇稿件的精雕细琢，《大

家古美》的可读性有了较大的提高，在

愈发受到居民读者喜爱的同时， 还挖

掘了出一批具有持续写作能力的新作

者，很多还成为了骨干作者，成为了社

区故事真正的“主讲人”和创作者。

字里行间建立情感纽带

随着《大家古美》进入社区千家万

户，这份刊物已不仅是展现人文风采的

平台，更成为了许多人与古美之间的情

感链接。

居民应旺安对此深有感触。 曾任特

级教师的他在报刊上发表过多篇诗文，

得知《大家古美》征稿后，当时已搬离古

美路街道的他依旧接连投稿并发表了

数篇作品。直到 2021年，一场突如其来

的大病让应旺安心灰意冷，人生低谷之

际， 编辑部给予的鼓励让他感动万分。

康复后，他在刊物上写了《坦然面对生

命》一文，并决定搬回古美居住。 他动情

坦言：“我觉得古美这片土地像磁铁一

样吸引着我。 ”

曾任古美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党总支书记的汤春红也是《大家古

美》的“忠实粉丝”，创刊之初，她发动同

事们一起投稿，除了介绍卫生中心的工

作和服务，还分享了儿时经历和生活感

悟。“第一次得知这本刊物，就有种一见

如故的感觉，既接地气，又有温度，让我

被深深吸引。 ”她告诉记者，虽因工作调

动已不在古美工作， 但自己依旧心系

《大家古美》，会力所能及地为它的推广

和发展助力。

从创刊之初的“蹒跚起步”，到如今

的“初露锋芒”。 在古美人的悉心呵护

下，2023 年，《大家古美》走向了更广阔

的舞台，亮相于上海书展街镇文创产品

推介会，并被推介为“闵行区优秀文创

产品”，让更多的社区、读者认识到了古

美的人文魅力。

看着“孩子”茁壮成长，丁汀说，自

己感到幸福满怀。“每个人对幸福有不

同的定义，这份刊物让我其乐无穷，我

也希望能让更多人从中拥有获得感。 ”

前不久， 他为希望进一步提高写作水

平的作者办了一个培训“小灶班”，鼓

励他们写出更多佳作，同时，也希望他

们积极推广，让《大家古美》成为受更

多古美人喜爱的“心灵家园”。

办
刊

5

年
，
累
计
发
行
超

1
2
.6

万
册
，
受
众
约

3
0

万
人
次

!!!
!!!
"""
###
$$$
"""
###
在
地
刊
物
成
为
居
民
的
﹃
心
灵
花
园
﹄

“
创办于 2018年，累计发行超 12.6万册，受众约 30万人次……在

闵行区古美路街道，有一本居民自编自写的社区刊物《大家古美》。

翻开书页，在“大家社区”“融乐家园”“文化之窗”“岁月钩沉”等栏目

中，既有纪实特写、口述历史、回忆录，也不乏名家作品和散文诗歌。

70余位为它写稿的作者中，大多生活在古美，虽年龄、职业、生活经历

各不相同，但大家始终热情笔耕，用文字讲述社区故事和生活点滴。

办刊 5 年，《大家古美》佳作纷呈，不仅内容包罗社区万象，也逐

渐辐射周边街镇社区，收获愈来愈多读者的褒奖和青睐。（图片由受

访者提供）

◆记者 陈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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