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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着徐东阳老人的
《映日荷花别样红》，我们
和老人一样激动。作为
专业编辑，我们虽然对文
字工作轻车熟路，但出书
过程中的艰辛，仍让我们
感慨万千。

由于报社工作繁忙，
其间的许多录入、校对、
设计等工作，都是加班加
点完成的。即便如此，我
们不敢有丝毫马虎。报
社领导三令五申严格要
求，并参与审稿。我们也
尽心尽力，精雕细琢，生
怕漏掉一个细节。我们
深知，一本书不但是老人
心血的结晶，更是可以传
承的文化档案。在我们
看来，不管老人的身份如
何，只要连缀成文、结集
成书，那就是“经国之大
业，不朽之盛事”，是用以

“载道”的。况且，我们也
从中学到了许多人生经
验，感到非常充实。

众所周知，老年生活
报一向提倡尊老敬老，爱
老助老。这不是简单的
口号，而是全体记者和编
辑发自内心的认同，也是
在日常言行中一直秉承
的价值观。爱心助老出
书，正是我们无数帮助老
人圆梦的行动之一。能
为老人做点事、做成事，
是我们所有人的心愿。

目前，多册助梦书籍
“在路上”，不久后会依次
面世。编辑部正集中调
配力量，全力以赴落实各
个环节。希望更多的老
人加入进来，我们愿尽己
所能，为您留下珍贵的人
生档案。 仲良

爱心助老，
永远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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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8日，徐东阳带着
自己整理的厚厚一沓剪报
来到报社。“这是我曾在报
纸上发表过的作品，大约
有 400 篇。我想把它们整
理成一本书，你看能不能
行？”徐先生向记者介绍着
自己的来意，眼里满是期
待。带着徐先生的嘱托，
记者与同事们立即召开了
第一次碰头会。会议决
定，编辑部负责把剪报上
的文字录入电脑，并梳理
校对；设计部负责封面、内
页的设计美化；印务部负
责书本尺寸、纸张类型的
裁定。

编辑部协力编辑部协力
耄耋翁文集面耄耋翁文集面世世

11

徐东阳签字送书徐东阳签字送书。。

44月月1818日日，，徐东阳徐东阳
带着剪报来到报社带着剪报来到报社。。

徐东阳徐东阳（（中中））将新将新
书送给好友书送给好友。。

记者 尚美玉

如果您喜爱文学、
热爱生活，如果您想为
自己或家人、社会留一
份文字史料，请致电
本 报 编 辑 部（0532）
66988698报名。

本报完成爱心助老本报完成爱心助老首册书籍首册书籍

明确分工后，大家便
开始紧锣密鼓的筹备工
作。负责文章录入工作
的孙利锋告诉记者，在文
稿录入时，他发现了不少
错别字或者语句不通顺
的地方。“我大概录入了
16万字，在电脑上修改校
对后，打印了一份纸质
版，又重新校对。”孙利锋
说，经过几轮修改后才打
印样书。“前前后后差不
多校对了五六遍吧，主要
是为了读者负责，我们必
须认真对待，文稿最终确
定为11万字。”

与此同时，封面和书
脊的设计工作也在同步
进行着。“根据标题和内
容的行文风格，我设计了
第一版封面图，是简约而
不失时尚的中式风格。”
设计师左佳向记者介绍，
跟徐先生本人深入沟通
后，她改变了起初的设计
思路。“我发现徐先生有
自己的想法，他更喜欢简
洁复古风。”经过反复沟
通调整，最终，书的封面
确定为淡绿色搭配含苞
待放的荷花图案。

“双胶纸的颜色比
较温和，人们阅读时眼
睛会更舒适；字号比普
通书籍大一些；字间距
和行间距也做了调整，
更符合老年人的阅读习
惯……”负责书籍内文
设计排版的梦菲，是经
验老道的书籍排版师，
她告诉记者，这次为老
年朋友服务，自己更加
仔细认真。“毕竟是老人
一生的心血总结，我们
要做到尽善尽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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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对书稿在校对书稿。。

徐东阳
诗文集摘录我生在离威海市 40 里

地的一个小山村里，依照家
谱，我是“东”字辈，哥哥叫

“东海”，我就顺理成章地叫
“东洋”了。

后来我们一家人从乡下
搬到了威海城里，我被送进
了一所小学。不料，报名时一
位留八字胡的老校长瞧了瞧
我，又看了看父亲，严肃地说：

“你的孩子叫东洋？你知道现

在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吗？”
父亲没文化，被他这一

问，摸不着头脑地说：“我说的
可能不对，是东边的海洋吗？”

老校长笑道：“提起东
洋，不都是指日本嘛！虽说
抗战已经胜利，可学生们不
是还唱‘打东洋，打东洋’的
歌嘛!”听老校长这么一说，

我和父亲都想起了来威海的
路上过哨卡的情景。那时去
威海没有公共汽车，我们是
坐着骡子车去的。那年月兵
荒马乱，各个村口都有哨
卡，就是从解放区到解放区
也得拿农会开的路条。有
个哨卡的民兵接过路条后，
瞪大了眼睛问：“谁叫徐东

洋？”父亲立即出了一身冷
汗，指指坐在母亲身边的我
说：“是这孩子。”那民兵见
路条“正确无误”，便把我们
放过去了。老校长听过我
们的经历以后，就说：“学校
不能有叫这个名字的学生，
还是改个名字吧。”父亲想了
想，就把“洋”字改成了“阳”
字。老校长见后，赞同地说：

“浙江有个东阳县，这个名字
改得好!”

改名记趣

4433 印务部工作人印务部工作人
员剪裁书籍员剪裁书籍。。

设计部左佳在设计部左佳在
设计封面设计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