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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力开拓，创新创造增活力

济济多士，乃成大业；人才蔚起，社运方兴。《平顶山日报》复刊 40年来，报社通过公开考试、招

才引智、加大培训、强化考核、竞争上岗等举措，为报业发展奠定了深厚的人才基础。

办报是天，经营是地，如同车之两轮、鸟之双翼。40年来，平顶山日报社始终坚持守正创新、实

干苦干，向改革要动力、以创新激活力、用创造挖潜力，激活报业发展“一池春水”。

人是干事创业的根基，是报业发展的源

头活水。

1994 年以来，报社通过 10 多次公开招

聘、内部聘用等方式，面向社会择优引才，吸

引一批来自北京大学、山东大学、南开大学、

兰州大学、华中师范大学、郑州大学、河南大

学等高校的专业人才。

引人，更要育人。为适应互联网语态和

全息传播形态下的媒体发展形势，报社坚持

“引人”与“育人”两手抓，一方面参加我省招

才引智活动，充实专业人才队伍；另一方面

通过“走出去”“请进来”“自己学”等方式进

行内部培育，促进传统新闻人才向复合型人

才转变。从 2009 年起，报社每年都会举行

内部研讨会，邀请专家学者、行业大咖为大

家授课，截至目前已进行数十次。2013 年，

报社特邀郑州日报社党委书记、社长石大东

作专题讲座；2022年 8月 4日，报社邀请大河

网董事长李敬欣围绕媒体转型和经营转型

对大家进行培训……

育人，贵在用人。今年 3 月中旬至 4 月

底，报社创新体制机制，进行了一场事关中

层干部竞争上岗和全员优化组合的改革，其

一次性调整岗位之多、范围之大为报社发展

史上之“最”，也是报社做好“人”字文章的生

动实践——

重组报社组织架构，推行扁平化管理，

优化组合为 22个部门，定下报社“新盘子”。

竞聘成功的 75 位中层干部中，有 47 人

为新提拔重用人员，中层正职 9人轮岗，激活

新气象。

“坚持‘战马优先’，在‘赛马场’中‘相

马’‘选马’，加大优秀年轻干部培养选拔力

度，让有为者有位置、有舞台、有奔头。”平顶

山日报社党委书记、社长刘泉说，通过全员

竞聘，把愿干事、真干事、干成事的干部发现

出来、任用起来，让干部在位置上磨砺才能、

发挥才识，用位置育人、留人，让“千里马”竞

相奔腾在报业改革的大潮中，与报社事业同

频共振。

用人，重在管人。人叫人动人不动，制

度调动积极性。40年来，平顶山日报社不断

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采编考核激励制度。

2000年 1月，《平顶山日报社采编人员目标管

理综合考核方案》和《平顶山日报社非采编

（无经济指标）部门目标管理综合考核方案》

正式实施，首次对全社采编人员实行绩效考

核，考核的总体原则是按劳分配、多劳多

得。今年 5月，报社又创新性优化报业考核

考评机制，注重与报社经济发展水平的适应

度、匹配度，统筹内容生产、平台建设、运营

经营，深化绩效考核和劳动分配机制改革，

建立健全全媒体采编绩效考核机制、全媒

体经营运营绩效考核机制、全媒体创业创

新项目保障机制等配套政策，推动全员思

想转化、行动转变、模式转型。

在报社党委的统一领导下，探索建立

全媒体资源统筹调度机制、全媒体传播战

略合作机制，充分发挥全媒体编委会和全

媒 体 经 委 会 调 度 作 用 ，实 现 常 态 化 制 度

化、全链条全流程联动，解决功能重复、内

容 同 质 、力 量 分 散 等 问 题 。 坚 持 目 标 导

向、结果导向，以目标定任务、按结果论英

雄，通过严格的考核制度达到奖勤罚懒、

奖优罚劣的效果，激发采编人员的潜能，

强化报社一盘棋的“全媒体意识”，形成聚

人聚心力量叠加、创新创造活力迸发的生

动局面。

一池春水绿如苔，水上新红取次开。这

次以“事业为上、以事定岗、以岗择人、人岗

相适”为核心的改革，实现了“人尽其才、才

尽其用，人为事业选、人为事业用”的效果。

做好“人”字文章

报业发展，图存图兴，人才为本，产业为

要。

40年来，平顶山日报社持续积深产业发

展“蓄水池”，实施产业经营提能工程，坚决

稳住传统发行、广告营收“基本盘”。

《平顶山日报》的发行工作经过邮发合

一、自办发行两个阶段。1988 年，报社向市

委提出“自办发行”请示。1989年 1月 1日，正

式自办发行，并增设平顶山日报社发行部，

当年日报发行量 4.9万多份。从依靠邮局发

行到自办发行，报纸发行量迅猛增长，平顶

山日报社多次被评为全国报业自办发行先

进单位。

发行部还不断探索多元化经营新路子，

2013年成立读者服务中心负责物流配送，以

“发行＋物流”模式促发展。

经营是报社生存之基。1982年复刊后，

报社在坚持社会效益优先原则下，开展经营

业务，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两相宜。

1999年，报社广告收入首次突破千万元大关，

随后历经多次机构与管理改革，报业发展进

入快车道，2014 年实现广告收入 5032 万元，

创下历史新高。

2015 年起，受经济低迷、新媒体冲击等

多种因素影响，报业发展面临巨大挑战。

新情况需要新赛道。面对严峻的经营

形势，报社全体经营人员转变思路，拓展营

收空间。尤其是近年来，报社深耕纸媒，全

面拉动以版面为主体的融媒经营，构建“党

建+”经营新赛道，同时实行品牌化推进、项

目化运作，自 2017年起每年都要举办“3·15”

消 费 维 权 活 动 暨 消 费 者 信 赖 品 牌 评 选 。

2021年，报社联合市发改委、市科技局、市人

社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主办“榜样鹰城”

2021年鹰城经济人物推选活动。当年，报社

全媒体营收达到 2760万元，实现经营企稳向

好。

除主营业务外，报社还从 1993年开始进

行多种经营。2007年，报社与河南万通一汽

贸易有限公司（总公司）以各占 49%和 51%份

额合股创办平顶山世纪丰田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由于业绩突出，2011年丰田厂家

奖励给平顶山丰田在濮阳开店的资格，当年

成立平顶山丰田子公司——濮阳市世纪丰

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010年报社经市政府和多部门批准，启

动报社阅报栏广告产业发展。

2021年 4月，立足乡村振兴等主题，平报

购时惠商城上线。自此，报社发行部物流中

心全部移交平报购时惠商城，以“新闻+商

务”运营模式打造农产品电商平台，去年为

报社创收 438万元，今年收益稳中有进。

进入新时代，顺应新形势，报社大刀阔

斧改革部门机构，成立全媒体经营管理委员

会，设置报业发行物流公司、报业传媒实业

公司、报业传媒商贸公司、报业广告公司、新

媒体公司等创收部门，为报业发展蓄势能、

激活力。

站在新的起点，平顶山日报社党委将因

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乘势而上，解

放思想、抢抓机遇、锐意进取、拼搏实干，持

续做好深化改革、深度融合“两深文章”，持

续坚持办好报纸、做好经营“两好战略”，拓

展报业经济新蓝海、谱写报业发展新篇章。

（本报记者 毛玺玺）

夯实生存之基

2022 年 3 月 2 日上午，“榜样鹰城”2021 年度鹰城经济人物推选活动颁奖仪式在平顶山日报社融媒体中心举行。来自平顶山数十家企业的领头人或代表

齐聚一堂，共同见证平顶山经济界的“奥斯卡”花落各家。 本报记者 张五阳 摄

世纪丰田汽车销售维修服务大厅 赵杨 摄

平报购时惠商城内部 本报记者 林岩五 摄

2015 年 7 月 6 日 ，平 顶 山

日报传媒集团邀请美国密苏里

大学新闻学院麦金教授为全体

员工授课，全方位展示媒介融

合的美好前景。

本报记者 牛智广 摄

鹰城第十四届相亲大会暨汉服文化形象大使评选活动开

幕期间，海报区挤满了前来观看的市民。

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