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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创报纸，又当编辑又当送报员

    从西藏到深圳到新西

兰，从记者、编辑到总编辑，

王浩在新闻行业一干就是半

辈子。她说，有幸从事自己喜

爱并可以付出所有努力的工

作，再苦再累都不算什么。华

文媒体事业奉献大于回报，

如果没有热爱和激情， 很难

在这条路上坚持下去。

基督城， 新西兰南岛的

一座小城市。王浩在这里，为
报业耕耘、奋斗，特别是为海

外华文媒体事业尽心尽力，

在有限的条件下， 创造出一

份不可多得的成绩。

“不曾起舞心中却流淌

着曼妙的音符”，王浩说这句

话就是她作为媒体人的心情

写照。

2020年 6月，王浩离开

服务了多年的报纸， 再次创

业，创办了“新西兰格局在线”

网站，短短几个月，便成为新

西兰华人和中国国内了解严

谨新闻信息的重要网站。

王浩

笸资深华文媒体从业者

笸新西兰格局传媒总编辑

笸历任新西兰镜报、 新西兰
信报、精彩中文杂志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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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年 2月的一天，王浩告别了深圳

这座年轻而有朝气的城市，心存忐忑地登
上前往新西兰的航班。在奥克兰，她苦读

英语，很快考过了雅思，拿到永久居留证，
然后，她驱车南下，来到新西兰南岛的基

督城（克莱斯特彻奇）。
在深圳之前，王浩还曾在西藏工作 10

年。出国，是为了看看更大的世界。

王浩是记者出身，工作的选择自然还
是离不开老本行。抵埗新西兰之初，她先在

奥克兰中文先驱报任编辑。到了基督城，她
帮助一家创立不久的中文小报改版，办成

综合性周报新西兰镜报并担任总编辑。

2003年下半年，王浩游说当时赋闲的
外科医生老徐和来自上海的设计师老俞，

酝酿做一份全新的中文报纸，这就是王浩
作为创始人并为之奉献了近 17年的新西

兰信报。
第一期的报纸，就是在老俞的手提电

脑上完成。老俞仁义、认真，对报纸的广告

设计、版面编排一丝不苟。
“今天回头看我们最初的版面，仍然精

致、专业，充满人文精神。”王浩说。
二十来年前，报纸排完版，不是像现在

这样直接通过网络把文件发往印刷厂，而

是要“人肉”送达。很多次，在完成排版的午

夜或凌晨，虽然已疲惫不堪，王浩和合作伙
伴仍要开车把存有版面文件的 CD送往 85

公里之外的阿仕伯顿印刷厂，来回要两个
多小时。

报社条件有限，王浩自己还兼任了很
长一段时间送报员。那时，她开着蓝鸟二手

车，车上堆着几千份报纸，带着兼职员工小

陈，在基督城的华人超市、餐馆、学校、银行
及角角落落兜兜转转。开车、停车，上车、下

车，两人一路小跑，将新出炉的报纸迅速送
到各个投放点。

基督城的一位老读者魏先生说，“我喜
欢这份报纸。每期都要拿上 3份，一份放车

上，一份拿办公室，一份拿回家与家人分
享，而且会从头看到尾。”

教师出身的魏先生时不时地会找出报
纸上出现的错别字或其他差错，然后打电

话或写信告诉王浩，有时为了解释得更详
细，一张纸上密密麻麻写满了笔记。读者的

热心和支持，让王浩深感温暖和感动。
老家在河南的读者老宋，经常打电话

跟王浩长谈，有时还到办公室当面探讨，就
是回国探亲，想到了一些主意，老宋也不忘

发语音、留言给王浩。

    灾难和突发事件，正是检验一个媒

体人专业技能和敬业精神的试金石。王
浩所在的基督城，在 2010 年、2011 年曾

多次遭遇大地震。2010年 9月的地震，虽
然是 7.8?大地震，但当时因为发生在大

家熟睡的凌晨，加之震中在远离城市的
旷野，损失不算太大。而 2011年 2月 22

日中午的地震，却给基督城带来沉重的

打击。整个城市陷于瘫痪，商业运转几乎
停摆。

地震中，王浩所在的办公室发生坍
塌。她在逃生时带出来的一个移动硬盘是

报社唯一的数据备份。
办公场所没了，王浩依然没忘记自己

作为新闻人的责任。地震发生的几个小时
后，王浩就带着 5 岁的女儿，一路走访地

震受损现场，安排采访、专访，编译震情信
息，出版地震特刊，并持续为许多国际媒

体发去相关现场报道。
由于地震，包括新西兰航空公司、新

西兰电话公司以及几家大银行和众多华
人商家均取消了报纸广告投放。以广告为

唯一进项的报社，瞬间没有了广告收入。

作为唯一的经营者，王浩只能自掏腰包。
而这一掏，就是大半年。

在很多新闻现场，报社的社长、总编
辑既是总指挥，也是一线记者。基督城大

地震，港口山山火、凯库拉地震，除了在当
期的报纸、杂志刊载详细信息，王浩还利

用短信、微信等渠道，第一时间将紧急信

息、新闻进展编译、传递给读者。“经常是
彻夜不眠，随时随地在写稿、编译、传送

……不夸张地说，就像一个机器人在连轴
转。”王浩说。

2019年 3月 15日下午 1点多，一场
震惊中外的恐怖袭击事件，突发在基督城

两座清真寺，一名冷血枪手用多支改装半
自动步枪，疯狂向正在做下午祈祷的穆斯

林扫射，造成 51人死亡，40多人受伤……
在将近 3周的时间里，王浩带领团队，用

网站、公众号、报纸、杂志及其他新媒体登
载各种相关信息、报道，总计超过 300 多

篇（文章、照片、视频等），其中有一大半来
自王浩亲手撰写的文字。

    做事即是做人。弘扬中

华文化、强调人文精神，一直
是王浩秉承的海外华文媒体

的经营原则，乡情、友情和亲
情，是她办报的精髓。

但王浩认为，以温情促
和谐并不意味着不能有自

己清晰的声音，也不意味着

回避矛盾。在新西兰，华人
移民最早可追溯至一百多

年前，但由于历史的原因，
几代华人移民习惯于做“好

好国民”，不问政、不参政，
成为新西兰几乎被遗忘的

一族。而近些年，一些胸怀
抱负的华人移民开始走出

社区，参政议政，大胆表达
自己的思想。但对于他们，

部分华人却不以为然，甚至
冷嘲热讽。针对这种情况，

王浩着力加大版面投入力
度，从正面对积极走出华社

的华人给予介绍、鼓励、支
持，加深华人移民对这些人

的了解和理解。前几年，一
位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当

选新西兰国会议员，王浩撰
写社论《参与才有声音 参

与才是主流》加以赞许，并
表示期待更多华人成为新西

兰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中坚力量。

王浩原为新华社记者，新闻采访与写
作快速而全面。与此同时，因为多年的积

淀，无论是时政评论，还是社论、按语都言
之有物、有理有据。此外，扎实的知识和文

学功底，使王浩笔下的人物专访、杂志的
编前话、诗文，都如行云流水，语言别有吸

引力。尽管王浩更多是在办公桌的后面，

很少在大众面前出现，但当地读者对其耳
熟能详，一朝相见，纷纷说：“我太喜欢你

的文章了，读起来优美又有力量！”
报社的平台，也给了很多员工成长

的机会。有的员工因为工作卓有成就，顺
利移民新西兰，从而开始自己的崭新生

活。有的离开了报社，或是创业经营着自
己的生意，或是进入银行、政府机构、大

型企业工作，甚至成为高管。
认真做人，用心办报，王浩成了众多

读者和华人口中“一枚温暖的符号”。
2014年，王浩成为中国中央电视台第三

届《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
物》候选人。

2020年，王浩离开自己奉献了 17

年的报社，再次创业，拥抱新媒体。

王浩说，媒体不会死，死的是故步自
封的躯壳。专业媒体人在新媒体的手段

下，会更有底气突破。
王浩创办了“新西兰格局在线”网

站，短短几个月，便成为新西兰华人和中
国国内了解严谨新闻信息的重要网站，

网站读者中，新西兰当地华人和来自中
国内地的读者各占四成，其余来自全球

其他国家。王浩还试水短视频，已制作了

150多个原创短视频，在微信等平台发
布，点击浏览量累计超过千万。不少反映

新西兰风情的独创视频被很多读者收
藏、转发。

刚刚过去的 2020年，对整个世界乃
至王浩本人，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变。

作为有着 30多年媒体职业生涯的王浩，
面对疫情肆虐和媒体艰难的局面并没有

张皇失措。多年来，王浩紧跟时代的步伐
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总是以谦虚

和谨慎的心态，了解、学习、掌握，因而无
论多艰难的环境，她都从容应对。王浩

说，疫情让人们放慢脚步，其实这正
好是一个自我调整的机会。

■ 2011年 2月，王浩在基督城大地震废墟采访

■ 上世纪 80年代， 王浩 （右

三）采访西藏话剧团演职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