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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新时报”——永不磨灭的精神底色
张  晔（2009 级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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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8日，是我最近一次回到

清新时报社。那一天，我的单位人民日报

社在母校的未来媒体实验室组织了一场活

动，“党报守夜人对话清华园——解码全

彩印时代的人民日报”。我作为主讲人之

一回到母校，而那一天，正好是记者节，

也是清新时报17岁生日。

在会场准备的间隙偷偷跑回了报社，

窗外的爬山虎已经金黄，还是我们曾经一

抬头就能望见的熟悉模样。墙上贴满了范

敬宜院长、历任出版人和指导老师，以

及不同年代清新报人的照片，犹如一段时

光回廊，照见了十几年来共同奋斗过的我

们。一个小姑娘正在认真打扫着房间，一

聊起来，她说小朋友们都在忙着采访写稿

和上课写作业，自己大四了，有空来收拾

收拾；再一聊，她是当时在任的，清新时

报社社长。

那一天我在朋友圈中感慨这是我的第

11个记者节，同行的领导老师非常疑惑。

我笑着说因为我的新闻生涯是从“清新

时报”开始算起的，而这绝非戏言。我

和带我成长的师兄师姐、一起并肩的同学

战友、我带过的师弟师妹，甚至是从未谋

面江湖上只留传说的大前辈们，无论大

家身在哪里、无论从事什么行业，就如

同清华人用“几字班”作为认亲密码一

样，“清新时报”就是我们永不磨灭的

精神底色。

观察家

在清新时报的头版，报头上方印着五

个小字——“校园观察家”。自2002年创

办以来，这不仅是清新时报的办报宗旨，

也是一代代清新报人的成长目标。校园是

我们的立足点。我们热爱这个园子和关心

时代重要议题的方式，是以媒体人的视

角去观察、去表达。做好这样的观察，离

不开报社实事求是和调查研究的好传统，

而实现表达的效果，更离不开一个开放包

容、互相尊重的校园公共环境。

2011年5月初，一则“清华校园网络

将改革收费方案”的传言引来诸多猜测。

清新时报经多方求证，首次证实了这个消

息。一石激起千层浪，指责学校“变相涨

价”的多数同学，与通过测算认为改革

合理的少数“技术派”持续争吵，一场学

生维护自身权益的行动正在展开。作为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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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媒体，短短三四天，我们成立了一支报

道组，整理舆论、还原讨论、跟踪问卷，

采访学校部门、学生会权益部、学生中的

“意见领袖”。核心事实必须锲而不舍地

去突破，学生间“口水战”正酣，意见纷

乱，我们只能平衡采访，用心辨别，一

点点还原事件的本来面目。

努力并没有白费。几天后，学校专门

为此召开了校领导接待日，邀请了反对最

激烈的学生一起讨论。最终，当时的校领

导为改革没有征求学生意见诚恳道歉，并

暂停方案，宣布将在学生参与的基础上

重新调研。在最新一期报纸中，《清华行

动：补上程序公正这一课》《“新网费时

代”的网络资源分配》登上头版头条、二

条，报纸上架后迅速被拿空，赢来一片

好评。此后，清新时报一直跟踪网费改

革的进程，直到次年一月，符合多数同

学预期的改革方案正式实施。而这次报

道，也成就了学校、学生互谅合作的一

段佳话。

值得一提的是，清新时报“观察家”

的态度和建设性的努力也得到了学校领导

的关注和赞赏。2012年4月，陈吉宁校长

上任不久就来到报社调研，不仅为报社的

发展带来了强有力的支持，还与我们一起

讨论关于科学传播的好点子、关于校园文

化建设的好思路等等。此后，他习惯每期

都阅读清新时报，看到学生反映热水不热

了，就敦促物业中心去解决；看到学生科

创的新尝试，就再加一把力多支持。他知

道我们常年熬夜办报，后来特意准备了茶

叶让我去拿分给大家，临近期末考试周我

们已经完成了一学期出报计划，他在路上

遇到我言语中还非常遗憾“最近都看不到

清新时报了”……

真媒体

如果说“观察家”是对我们身为清新

报人的业务要求，那么“真媒体”就是作

为一个报社的理想了。在校园里拥有一个

“仿真”的媒体环境，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呢？

2012年，我作为一个总编辑的一周往

往是这样度过的——周一，当期报纸出

炉，下周各版的选题进度如何？周二，深

度的初稿出来没？周三，半夜了终于改

完定稿！周四，和执行总编在编辑室里审

版改大样。周五，短信电话邮件轮换“轰

炸”出版人，反复沟通只为求得一句世界

上最美丽的话——“同意印刷”。周六，

报纸发排付印。周日，编务会上评报、报

选题……啊，新的一周又到了！

然而，别以为只有总编辑的日子是这

样的。编辑室的下午，无论你什么时候踏

入都会有部门在开选题会、采前会、碰头

会；正在排版的编辑可能正一边手指在键

盘上飞舞，一边插嘴“这个可以……”；

发行部的小朋友们默默走进来搬报纸……

而到了晚上就更精彩了。编辑室里亮到深

夜乃至清晨的灯光、保安来轰人的怨念和

姑娘们“求求了再等一会儿”的撒娇、把

流行神曲拿来当提神的“劳动号子”、下

了“夜班”顶着黑眼圈沿着校河奔向北门

外夜宵圣地饕餮的声声笑语……在清新报

人的脑海里，日子常常不是以“校历第X
周”计算，而是以“第X期报纸”来衡量

的，它塑造了我们对时间刻度的认知，早

已浸入日常生活的血脉机理，无法剥离。

当然，这些日常办报的经历只能算“随堂

小测”，遇到重大活动报道的“大考”

时，清新报人的“战斗”精神更能淋漓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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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地展现出来！

2012年4月，新闻学院十周年院庆。

《清新时报》以“跨越10”为主题，推

出一期院庆特刊，用大篇幅探讨了建院

“十六字方针”，以理性反思和建设性的

态度，来展现我们对新闻教育的思索。

特刊之重，险情环生。付印前一天下

午我们才顺利专访到时任新闻出版总署署

长、院长柳斌杰，我紧接着熬夜写稿一个

通宵，第一次在编辑室迎来清晨的日出。

当日晚上，八九位骨干再战一夜，终于在

早晨六点多顺利发排印刷。拖着昏昏沉沉

的脑袋，我们选择庆祝的方式，就是集体

去吃了一顿清华久负盛名的早餐——清芬

园包子。然而，真正的战斗还没有开始。

特刊付印后我只睡了一整个下午，就开始

撰写直播院庆论坛和庆典的策划案。跟学

院领导、合作媒体、清新骨干打了一圈电

话确认各项细节后，一个六七人的“直播

小组”迅速上线。

我们这个团队可能永远不会忘记那无

比充实的两天。4月21日上午，人人网公

共主页、四个微博账号滚动直播院庆论

坛，速记、编发快讯、发布图片。下午，

拆分成几个小组同时直播分论坛，利用中

午的短暂间隙我们还为第二天的晚会节目

进行了彩排。4月22日上午，直播院庆庆

典，下午，筹备节目和晚会稿件，晚上，

清新时报骨干一边奉献了晚会第一单元的

首场表演，一边继续直播晚会……那两天

学院名流荟萃、活动异彩纷呈，我却几乎

想不起来见到了哪位“大咖”，有哪些有

趣的故事，难怪后来看到留在学院庆典

照片里的我们，都是一个个埋头打字的

形象。

论坛直播还有一个好玩的花絮。当日

早上，我们坐的位置刚好与合作媒体的工

作团队面对面，看着人家从桌布到电脑一

水儿的鲜明LOGO，我们觉得虽为校媒，

但气势绝不能输人，马上回报社运回一摞

报纸，剪下每期头版在桌前贴成了一排

“门帘”，又把报头剪下来贴在自己的电

脑上。“小米加步枪”，路过的学院老师

连连笑我们“太认真了”，现在想起来也

觉得真是少年意气，不过，这正是我们心

里最朴素的所想——清新时报是一个“真

媒体”，清新报人要做合格的媒体人。

何为“真媒体”之“真”？是要求之

“真”，我们一直在用机构媒体的标准要

求自己，既要笔下有事实之“真”，又要

管理上的流程之“真”。记者与编辑的责

任与义务、采访报道中的新闻伦理、刊

发时机与报道效果等等，只有走入社会、

真正从事新闻工作之后，才能更加体会到

在清新时报塑造的新闻观，是那样坚实而

有力，这里从来没有“过家家”的孩子，

办报是一件严肃而庄重的大事。“真媒

体”之“真”，更重要的还在于方向之

《
清
新
时
报
》
十
周
年
院
庆
特
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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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作为纸媒的清新时报，办报宗旨

历多次改版始终如一，而进入“新媒体时

代”后的清新时报，方向之“真”显得更

为可贵。

2011年我们成立了网络中心，是现在

清新时报新媒体中心的前身。在新媒体刚

刚发力的那个年代，把发稿速度提起来，

是当时的迫切任务。所以，我们以人人网

公共主页、新浪微博为平台，开辟“早安

头条”“晚安旧闻”“零点微评”等栏

目，每日滚动，从未间断。那时候，我大

年初一早上起床先要爬起来“审稿”，第

一代小编，真的挺拼的！后来，我们又摸

索过开发自己的新闻APP，最后稳定在微

信公众平台为主阵地、报纸与新媒体同时

发力的格局。站在今天的角度看，新媒体

领域的竞争早已不是速度的竞争，而是注

意力的竞争。所以，我们的朋友圈里永不

会缺乏“犀利”的观点，不会缺乏情绪化

的泛滥，甚至没有人愿意让核心事实“再

飞一会儿”，因为每“反转”一次，又会

产生新的关注，何乐而不为呢？

所以，尽管我没有亲历过“微信时

代”的清新时报，但我一直欣赏着今天师

弟师妹们的探索。策划不缺温情，但

又带着清华人的冷静成熟；评论不缺

观点，但不会为了说服而丧失论证的

理智。疫情期间，还发出了“双黄连

报道的三个问题”等分析文章，在喧嚣

扰攘、沉迷在嘲与被嘲之间的舆论氛围

中，先跳出来，再深一步。也许这样

的文章不会是点击率最高、也不会是

“吸粉”的法门，但是这就是清新时报

的样子，是校园媒体人的一种坚持。正

确的方向，比现实的利益，更为珍贵。

清新人

十几年了，在这个报社里诞生过很多

“金句”，比如“一见清新误终身”，比

如“万物速朽，清新依旧”。没有人会

特意考证这些话从哪一年开始流传是哪位

小伙伴的版权，但每每我们重逢，或者遇

到清新时报生日这样的“大日子”，总会

一次又一次，收获相似的感叹。因为我

们都有着同样的经历。清新时报是新闻

学院的本科生第二课堂，我们从入学教育

时就来到这里，在报社的实践与在课堂的

学习同时起步。第一次署名见报、第一篇

深度报道、第一次排版、第一篇评论……

无数个“第一次”烙印在这张报纸。我们

加入这个报社时十八九岁，离开时也不过

二十二三岁，正是生气勃勃、敢想敢拼的

年纪。我们把培养大一实习记者的制度称

为“清新幼儿园”，我们被师兄师姐们手

把手带着采访，到后来又带着师弟师妹们

攻克一个又一个难题。一篇篇改成花的稿

子，一个个反复推翻的版面，曾经的“痛

苦”经过风雨的洗礼，让我们变得更强

大、更热爱、更无所畏惧。

清新报人永不磨灭的精神底色是什

2012 年，清新时报社部分人员在十周年院庆晚

会上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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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我想，它是一种追求真理、实事求

是的坚持，这样的坚持，来自于那些年学

校领导和学院老师对清新时报的保护和支

持，来自于我们所受到的本科新闻教育，

让我们坚定选择成为这样的人；它是一种

吃苦耐劳、百折不挠的毅力，这样的毅力

是从实践中一点一滴磨砺而来，给了我们

如今从事新闻工作、面对更大风浪也不后

退的底气；它是一种开放包容、与时俱进

的格局，正如为我们题写报名、新闻学院

首任院长范敬宜先生的期许：上大舞台，

干大事业。

回到开头的那一天，就在我们主办的

那场活动中，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方江山把

一份人民日报创刊号赠送给了清新时报，

祝福年轻的清新报人不忘初心、砥砺前

行。我看着我的两个“本报”于此刻的缘

分，犹如看着过去与未来在此刻交汇，这

就是传承的力量！

2020年11月8日，清新时报就18岁
了。18岁在我们的世界里意味着“成

年”，而这一年，它也正巧开始面临更大

的挑战。我不知道作为学生媒体的清新时

报前途和命运会如何，但是它的精神终将

不朽。希望现在和未来的清华园，希望我

最亲爱的母校，能够记住“清新时报”这

个名字。因为这不仅是我们大学生活中一

个最珍贵的集体，更因为一代代从这里走

出的“我们”，曾满怀真挚用心书写过：

爱与坚持。

我是1960年考入自动控制系（现今计

算机系）的一名普通校友，在清华学习了

六年（其实为七载），经历了太多的事

情，记忆最深刻的是以下几件事：

在大一期间，我们学习“串磁芯”开

始接触计算机存贮单元的核心元件。老师

教我们把“漆包线”按要求绕在一个比戒

指还小的圆环上，我们觉得新鲜、好奇，

也很自豪，毕竟是自己亲手创作的。那时

的电子计算机体积硕大，在西主楼底层，

电子管启动还要预热。我们在校从拉计算

尺开始，毕业后到工作单位后用手摇计算

机做辅助计算；70年代升级使用从意大利

进口的电动台式模拟计算机，后来又发展

为台式数字机；后来为了仿真计算提高效

率，就到外单位（如北京水利局，高能所

等）预约“上机”。这段路程不是很长，

但也不短了。总之，在学校学过的数学、

母校恩重如山  育我立志成才
○高云生 (1966 届自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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