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4、05
长寿··

策划

《《宝成桥夜色》》 王美芬 摄

《《西康 118899 弄购物中心》》 刘宏昌 摄 《《长寿路··西康路》》 陈根娣 摄

《《武宁路桥》》 方茂森 摄

《《春暖苏河畔》》 刘宏昌 摄 《《宜昌路救火队望塔》》 姜增祚 摄

《《上海啤酒厂旧址》》 虞哲恩 摄 《《涂鸦绘出梦想世界》》 王美芬 摄

□记者 周晶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 2020 年 4 月，《长
寿社区晨报》 迎来了它成长历程中最重要的
一个时刻———第 100 期出刊。 通过与《新闻
晨报》合作开办社区报，这份报纸沿袭了《新
闻晨报》“最鲜活、最实用”的理念，并同时融
入“最贴近”的社区定位，以刊登辖区内社区
人、社区事为主，面向社区居民、驻区单位定
期免费发放———这是一份我们“长寿人”自己
的报纸。

在 100 期的漫长征途中，《长寿社区晨
报》聚拢着“烟火气”，凝聚着“人情味”，也成
为了社区发展过程中最为忠实的记录载体。
一路走来，《长寿社区晨报》 见证着苏河长寿
十湾的“巨变”，也刊载着邻里街坊的万家灯
火……每月的服务咨询、民生、社区文娱活动
信息极大便利、丰富了居民的生活；各类资讯
也不断吸引着驻区企事业单位的党员、 白领
走进社区，参与社区共建共治。 对读者而言，
《长寿社区晨报》已不仅仅是一份报纸，更像
是我们身边的一位挚友。

在新媒体迅猛发展的当下， 如何做好社
区宣传工作，如何更为贴近群众、服务民生、
将内容辐射更多群体， 并根据时代向前发展
的趋势向前跨越？ 在 2020 年的暖春时节，经
过与报社的审慎协商， 长寿路街道做出了一
个重要决定———在此次 100 期出刊后，《长
寿社区晨报》将正式停止发刊。

感谢一直陪伴着我们的读者， 你们的信
任、 支持和鼓励， 鞭策着我们一路走到了今
天；感谢所有的合作伙伴，我们相互促进，共
同见证了彼此的成长；感谢为我们报料、向我
们供稿的通讯员们以及副刊投稿者， 我们曾
经携手战斗，共同奋战在报刊这个战场上；感
谢所有曾经为这份报纸工作过的同仁， 因为
它承载着你们的青春与热血。

第 100 期，《长寿社区晨报》已划下了一
个圆满的句点， 但这也是一次向前跨越式的
蝶变。 告别了一张报纸，但我们并没有离开。
目前， 原先报纸的采编团队已转赴媒体融合
的新战场， 在长寿视野微信公众号这个平台
上，我们依然在战斗，读者们依然会见到记者
们走街串巷、采写精彩新闻的身影，我们依然
会呈现编辑们精心制作的标题、编排的资讯。

即将投身到蓬勃发展的媒体融合事业中
去，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 接下来，长寿
视野微信公众号将继续秉持《长寿社区晨报》
“讲好身边故事，展现精彩长寿”的优秀传统，
更真实记录长寿发展的重要节点， 更客观报
道群众关心的实事项目， 更生动呈现长寿人
的精神风貌； 以反映社区关怀和邻里感情为
基调，以突出服务性和生活性为重点，融入最
贴近社区的定位， 讲述社区居民和单位家门
口的那些事儿； 将继续深入挖掘长寿社区厚
实的人文情怀、文化底蕴、动人故事，进一步
增强社区居民、驻区单位对社区的认同感、归
属感、荣誉感和使命感，进一步激发社区成员
热爱社区、服务社区、奉献社区的热情。

相聚百期划句点、跨越相拥新蝶变。停刊
之际，《长寿社区晨报》开启最后一期策划，我
们相约了多位与这份报纸的有缘人， 与他们
聊一聊对这份报纸的感情， 谈一谈对未来的
想法与憧憬。

“

”

对于长寿路街道这块区域，我可以说
是非常熟悉，因为我的家，就在长寿边上。

从芳汇广场到大众河滨，从苏堤春晓
到亚新广场，从长寿公园到玉佛寺，我的
足迹几乎遍布长寿路沿线的每一寸土地，
这里有我熟悉的亲友居住，也有我常去的
商场超市，更有我喜爱的大小餐厅———说
到饭店，最近 5 年我们报社的发行部志愿
者年会，就在长寿路上的新南华！

对《长寿社区晨报》这份报纸，我同样
有着深厚的感情。这是新闻晨报在普陀区
合作的第二份社区报，至今已经整整 100
期了。

100 期报纸，800 个版面， 我们用文

字和图片记录了长寿这片热土八年来的
点点滴滴，而由于我要负责这份报纸的三
签工作，所以有幸成为了每期报纸最初的
读者之一。 感谢我们历任优秀的记者同
事，他们给我以及长寿的读者们，留下了
无数让人深刻印象的报道内容。

上海在不断发展变化，上海的社区也
是，上海的媒体也是。新的时代，给社区报
这样的媒体载体带来了新的挑战，但也带
来了新的机遇。

你眼前的这份 100 期特刊之后，《长
寿社区晨报》 将与长寿的读者们暂别，通
过报社和街道的友好协商，我们决定将报
道的精力暂时集中在社区新媒体上，也就

是很多长寿居民正在熟悉的微信公众
号———长寿视野。

很高兴的是，负责这项新媒体的报社
团队，几乎就是我们目前负责长寿社区晨
报的原班人马，我们相信他们也一定能够
将《长寿社区晨报》的优秀传统保持下去，
继续为长寿居民们带来既权威又生动的
社区资讯。

而我这个安家在“长寿”边上的人，一
定也会成为“长寿视野”的忠实粉丝。希望
长寿的居民们也能像我一样完成从读者
到粉丝的转变。

也让我们一起期待，媒体与社区合作
的第二个春天的到来！

我的家，也在“长寿”边上
社区晨报新闻总监 盛丰

换个角度，无限可能
《长寿社区晨报》记者 周晶

2017年下半年， 我正式成为了社区
晨报的一名记者，对于之前专跑教育条线
新闻的我来说，转战社区民生条线，心里
难免有些忐忑，但好在接手的第一份报纸
是《长寿社区晨报》，作为一名身份证字号
开头是 310107 的普陀人，长寿这片地方
就在家门口，知根知底了，想要做好它，难
度突然就降好几个层次。

从 2017 年 11 月《长寿社区晨报》的
第 71 期到 2020 年 4 月的第 100 期，经
我采编制作的报纸共 30 期，在一边学习、
一边成长的过程中，我陪伴这份报纸也有

将近 2 年多的时间了。 我一直觉着，这份
报纸是我每个月向长寿人递上的一封书
信，在这 30 封书信里，我逐渐对这片绵延
于苏河两岸的社区有了共鸣，也萌生了感
情。

在 2020 年的春天，一个重要决定传
来，从根本上，要为这份已经 8 岁的报纸
换一个角度。要说一开始就悦纳这个消息
就很违心了，不过换个角度，无限可能。

因为阿拉伯数字的 8， 横过来就是
“∞”，这条莫比乌斯带的代表意义 ，就是
无穷大。 2020 年 4 月， 纸质刊物停止出

版，工作将转由线上运营。但我知道，延续
了 8 年的纸上约会虽按下了暂停键，但这
不是结束。

转型时期的媒体，往往扮演着两个角
色，一个追问未来，一个纠结记忆。 我想
得更多的是， 要以一种什么样的新方式
和读者再相见。 在有可能的 100 种相见
方式里， 去找一种最美好的。 有一点伤
感， 因为这总归是一个告别； 有一点高
兴， 因为这必将是新的旅程； 有一点激
动，因为想到，原来的读者们 ，我们还有
机会再相遇。

挥别“老朋友”，迎来“新伙伴”
长寿社区居民 陆锌钰、黄义南、王春花

陆锌钰（图左）、黄义南（图中）、王春
花（图右），都是家住长四社区的居民，他
们也是《长寿社区晨报》的忠实“粉丝”。

“熟悉这份报纸还得从我退休后说
起。 ”陆锌钰介绍，自己虽家住长寿，但退
休前却与社区的联系不算深厚，退休后的
闲余时间多了起来，便开始留意起《长寿
社区晨报》， 之后还有了每月仔细阅读这
份报纸的习惯。 “平日里的大报，关注的大
多是国内国际要闻，而这份报纸的切口则
小得多， 聚焦的是阿拉自家门口的小天
地，每每身边的街坊邻居、好人轶事见诸

报端，大家都会奔走相告，内心的自豪感
油然而生。 ”陆锌钰告诉记者。

“这份报纸会定时投递到信箱里面，
突然之间停掉，确实蛮可惜的。 ”王春花对
于这份像老朋友一样每月登门拜访的报
纸宣布停刊，在遗憾之余向记者发问：“那
之后阿拉居民还想了解社区新闻哪能
办？ ”在得知有长寿视野这样一个微信公
众号平台后，她说：“挥别‘老朋友 、迎来
‘新伙伴’，与时俱进，阿拉肯定支持，这个
号我一定马上关注！现在新闻都进入读图
时代了，这样一来，图片的数目能够大大

增加， 社区消息的可读性也可以提升，用
手机读社区新闻，觉得喜欢还可以微信上
面一键转发给邻居，都很方便的。 ”

“像《长寿社区晨报》这样一份居民爱
看、在社区影响力还不错的报纸能办 8 年
多时间，累计办到 100 期很不容易，不过
最终决定向新媒体发展更需要勇气。 ”对
于长寿视野微信公众号，黄义南向记者提
出了他的一些建议：“报纸上原来的一些
好的版块内容， 我觉得最好能有所保留，
或者能更好地展现，能够一脉相承，这样
这份报纸才能圆满划下句号。 ”

想看“长寿味”讯息，换个渠道就行
上青佳园居民区主任 许凤

“每个月都能见到 《长寿社区晨
报》的投递员挨家挨户投递报纸到居
民信箱，挨下来以后就见不到这样的
场景了。 ”许凤说，这份每月必达的
“长寿味”十足的报纸，尤其受到中老
年居民的青睐，“其实，这批人也正是
现在纸质媒体最大的读者群体。 ”

谈到报纸停刊后，中老年社区居
民是否会无法准确、快速获取社区咨
询的问题，许凤告诉记者：“这个不用
担心，换个渠道就行；目前社区里面
中老年群体的手机使用率几乎达到
100%， 有些老伙伴手机操作得比我
还溜！ 去年，我们居民区还特别开设

过手机使用培训活动， 得到了 80 多
名居民的关注，而且我们这里很多居
民都已经关注了长寿视野微信公众
号，之后居委会还将会在社区里面进
一步宣传，让大家都知道‘要想第一
时间获取社区咨询，看看微信这个号
就行’。 ”

心有遗憾，更有祝福
《长寿社区晨报》副刊投稿者 周云海

我是长寿人，住在谈家渡已经有
30 多年了。 岁月的积淀让我对谈家
渡、对长寿社区充满了浓浓的情感。

我熟稔谈家渡路、爱逛长寿路商
业街、喜欢站在武宁路桥头看风光旖
旎的苏州河流水，作为一个热爱看书
读报的花甲人，我更是与《长寿社区
晨报》结下了眷眷情缘。

《长寿社区晨报》面向长寿地区
广大居民，是一份我们长寿人自己的
报纸。我爱看《长寿社区晨报》报道发
生在长寿地区的时事新闻，我爱读长

寿社区居民写的真情文章。 因为喜
欢，我也向这份报纸投稿，写我的尘
世生活，叙自己的烟火情感。

感恩这份报纸刊发我的 《苏州
河 ， 一条流淌在我家门口的河 》文
章，让我对家门口的苏州河，特别是
对谈家渡湾记载下了爱的书证 ；也
感谢这份报纸曾编发我的 《丽水龙
泉采风散记》稿子，使我对普陀区作
家协会组织采风活动留下了美好的
纪念。

因为新媒体的运行， 长寿路街

道对社区文化宣传方式进行了调
整，《长寿社区晨报》将在 2020 年 4
月出刊 100 期之际停刊。心有遗憾，
更有祝福。 《长寿社区晨报》100 期，
是长寿路街道对过去岁月文化宣传
工作成绩写下的一个圆满句号。 100
期之后，不是文化宣传的结束，而是
更上一层楼， 是面向一个崭新的时
代。

我祝愿在未来的日子里，长寿社
区在新媒体平台上的文化宣传工作
越做越好！

与时俱进，是我认识的长寿模样
上海青创社会服务中心理事长 陆力仁

陆力仁一名青年创客，他的企业
植根新媒体领域， 且就入驻在长寿辖
区的西康路上，他所带领的团队，平均
年龄为 30 岁， 正是当下新媒体内容
产出的生力军。不久前，他所带领的团
队于战“疫”一线践行动、献爱心的报
道曾在《长寿社区晨报》上刊载，也在
长寿视野微信公众号上得以推出。

《长寿社区晨报》停刊后，对于之
后承纳原本报纸功能的长寿视野微
信公众号，作为业内人的陆力仁也有
着更多的期待：“相对于月刊形式的
报纸，新媒体形式的微信平台在内容
时效性、传播广度、还有像图片、视频
等内容的容纳程度上更为具有吸引
力，我相信在长寿视野微信公众号这

个平台上，社区居民的视野会更为广
阔，对社区、以及像我们这样入驻长
寿的企业会有更多、 更深层次的了
解。 ”而对于长寿路街道的这次媒体
宣传的转型之举， 陆力仁告诉记者：
“长寿向传统纸媒的这场告别， 很遗
憾，但与时俱进正是我认识的长寿模
样。 ”

精彩长寿·由此开启
《长寿社区晨报》停刊后，街道宣传内容将在

长寿视野微信公众号上进行呈现。相信不少《长寿
社区晨报》的读者已是长寿视野微信公众号的“粉
丝”，如果您对这个平台还不熟悉，那就请您打开
手机微信软件，对二维码使用“扫一扫”功能，点击
并关注。

《长寿社区晨报》停刊后，街道宣传内容将在长寿视野微信公众号上进行呈现。
相信不少《长寿社区晨报》的读者已是长寿视野微信公众号的“粉丝”，如果您对这
个平台还不熟悉，那就请您打开手机微信软件，对二维码使用“扫一扫”功能，点击
并关注。 “精彩长寿·由此开启”是长寿视野微信公众号的定位，在这个新媒体平台
上，你可查阅到呈现方式将更为多元的长寿政务、民生、文化等各类咨询，微信公众
号平台传递信息的效率也更为迅速，图文内容也将不再囿于版面多寡等客观因素，
而且与读者的互动也将更为便捷与密切。

《长寿社区晨报》虽然停刊，不过“精彩长寿”的脚步从未停止。2020 年，长寿路
街道已以苏四期贯通为契机，加快推动便民驿站建设，提升苏河周边商业业态，打
造高标准的滨河生态文化活力带；以长寿路改造为契机，加快推动城市更新，提升
楼宇经济实效，打造高品质的的商业商务长寿路……在“精彩长寿、一带一路”的愿
景下，我们期待与您在长寿视野微信公众号的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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