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赓续传统，奋楫敢向潮头立

2022 年，是党的二十大召

开之年，《平顶山日报》也迎来

复刊 40周年。

时间是最忠诚的记录

者，也是最客观的见证者。

“和煤矿建设者在一起，吃

在野地，住在席棚，昼夜采访。步

行十几里，背着行李，深入农户家中采

访 ，回 到 报 社 顾 不 上 吃 饭 就 坐 在 灯 下 写

稿。”这是创刊初期《平顶山日报》记者留给

市民的执着背影。“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反映群众的呼声和要求。”这是第四次

复刊后第一张《平顶山日报》在《致读者》中

发出的铮铮誓言。

时移世易，然而拼搏奋斗的精神、对党

和人民的赤诚一直未变。

疫情暴发，洪水突降，记者不畏艰险、

逆向而行；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

记者奔波在田间、忙碌在地头。不管是烈

日高照还是风雨交加，记者都努力把最鲜

活、最生动的作品捧到读者面前。

从建市 50周年的“辉煌 50年百版珍藏

特刊”到“献礼新中国成立 60周年特刊”，从

“壮丽 70 年·奋斗新时代”大型主题采访活

动到“喜迎二十大 奋进新时代”全媒体新

闻行动暨“城记·40年”主题采访活动，从坚

持“八个度”到打造“四城四区”，从创建全

国卫生城市到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传递

党的声音，围绕中心唱响主旋律，《平顶山

日报》从未缺席、必争出彩。

从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矿井里走出

来的院士》到《“汽车上的乡政府”：一个流

动的为民服务站》，从“好人之歌”到“特色

产业兴乡村”，《平顶山日报》坚持把“走转

改”进行到底，在细节描绘中讲好鹰城故

事，在服务发展中宣传鹰城经验、展示鹰城

形象。

从报道停车难、狗患扰民到呼吁打通

断头路，从《读者来信》《读者之声》专版到

《民呼必应》专版，《平顶山日报》坚持倾听

市民声音，积极架起党和群众的“连心桥”，

为群众鼓与呼，帮群众解决“急难愁盼”。

一篇篇文字，一张张照片，一个个电

话，一条条信息，有思想、有品质、有温度、

有深度，《平顶山日报》记录下平顶山建设

和改革发展的每一个印记，成为平顶山当

代最真实的历史底稿。

40年栉风沐雨，40载春华秋实。

习近平总书记说，“幸福都是奋斗出来

的。”跨越 40 年，《平顶山日报》和平顶山日

报社走过了不平凡的奋斗之路，也收获了

满满的幸福感、获得感和成就感。

在河南省报纸综合质量检测中，两报

多次蝉联省“一级报纸”，办报综合质量稳

居全省第一方阵，近 1500 篇新闻作品获评

省级以上新闻奖。2016 年至 2021 年，市领

导先后 28 次对报社的工作作出批示、给予

肯定。报社多次被评为河南省报业发行先

进集体、全国报纸自办发行先进集体、精品

级报纸印刷单位。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舆论生态

的变化，平顶山日报社又应势而

谋、因势而动、顺势而为，以昂

扬的姿态推动纸媒传播向融

合传播的战略性转变。

开通平顶山新闻网、

平顶山微报公众号、平顶

山微报视频号、平顶山日

报抖音号，成立平顶山日

报传媒集团，上线平观新

闻手机客户端、12345“民

呼必应”掌上平台、“学习强国”平顶山学习

平台，孵化“小琳工作室”……每一次融合

都是勇敢的进击，每一次转身都是华丽的

蝶变。

平顶山微报及掌上鹰城项目获评中国

报业新媒体项目创新 50 强，平顶山传媒获

评全国地市网络媒体最具价值十强品牌，6

个平台被国家网信办纳入《互联网新闻信

息稿源单位名单》，媒体融合品牌栏目“@鹰

城”获评中国报业新媒体项目创新奖，“新

闻+政务服务商务”运营模式入选全国地方

党媒融合发展创新项目，12345“民呼必应”

掌上平台服务项目入选“2022 年中国报业

媒体融合‘用得好’案例库名目”。平顶山

日报社被评为第三届中国地市报媒体融合

创新十强，平顶山日报传媒集团被评为中

国报业融合发展创新单位、全国党报媒体

融合创新单位。

深融之路，道阻且长。多年来，平顶山

日报社从未停止改革创新的步伐。

促思想转化。邀请美国密苏里大学新

闻学院麦金教授和章于炎博士，资深媒体

人、大型活动策划师陈步春，融媒体改革专

家王平，大河网董事长李敬欣等莅临报社

授课，在全体员工中刮起头脑风暴。

促制度转体。加强媒体融合顶层设

计，形成《平顶山日报传媒集团（平顶山日

报社）全媒体融合发展改革实施方案》，制

定中层领导竞争上岗和职工优化组合、全

媒体绩效考评、全媒体编辑出版委员会工

作规则、全媒体经营管理委员会工作规则

等 4 项配套方案，确保融媒体改革稳步有

序推进。

促人员转型。优化策、采、编、审、发、

控流程，实现“一次采集、分类加工、多元生

成、多平台推送”，下达全媒体考核任务，推

动记者编辑做“提笔能写、举机能拍、对镜

能讲、伏案能策”的“四能型”全媒体人才。

促经营转变。拓展“新闻+”功能模式，

积极参与新媒体的代运营和技术服务，上

线平报购时惠网上商城，探索发行+物流、

创意+活动、品牌+资本等创收新途径。

…………

所有努力都为遇到更好的自己。如

今，队伍活力得到重新激发，报业发展呈现

崭新气象。

以事定岗、以岗择人，人岗相适、人尽

其才，职能部门更加高效。

重大事件采编联动，多版重磅推出，专

栏专题+系列评论加强阐述，主题宣传更加

有力。

教师节邂逅中秋节，手绘融入新闻报

道；自来水管破裂，16 小时不间断视频直

播，创新手段更丰富、表达方式更多元。

承办中国大中城市党委机关报改革与

发展趋势研讨会、中国地市报研究会第四

届理事会、第三十二届河南新闻奖定评会、

第十届河南报业高层论坛，荣膺中国城市

党报品牌影响十强，当选中国地市报研究

会副会长单位、中国报业协会党报分会副

会长单位、河南省报业协会副理事长单位，

品牌影响更加突出。

这是奋斗的回报，更是改革创新的成

效。

乘风破浪谱华章，风劲扬帆正当时。

平顶山日报社将赓续传统，奋楫潮头，持续

推进“六大工程”，深化媒体融合，实施“二

次创业”，把精神动力鼓得更足、把鹰城故

事讲得更好、把出彩旋律奏得更响，以优异

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本报记者 楚让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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