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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载，我们一起走过
（上接A03版）
——创新经营思路。报社要发展，钱从

哪里来？只有搞经营，自己挣钱。1993年春，
时任平顶山日报社社长的贾汉专程到北京拜
见了人民日报社社长邵华泽。邵华泽说，报
纸是“天”，经营是“地”，报纸出了问题，“天塌
了”；经营搞不好，几个月发不出工资，“地陷
了”。邵华泽的这一说法形象地把经营和办
报提到同样重要的位置。在改革之初，这一
极富改革远见的提法深深地影响了平顶山日
报人。从此，循着这一办报和经营理念，我们
在办好报纸的同时，千方百计搞好经营，广告
收入大幅增加，推动报业发展驶入快车道。

——创开放办报之风。为更好地服务鹰
城百姓，《平顶山晚报》设立了百姓热线版和百
姓服务版，开通热线电话和短信平台，打开大门
办报，把报纸与百姓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用人创新。1993年以来，报社坚持
“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招录事业发展所需
人才，先后从山东大学、兰州大学、郑州大学、
河南大学等高校招录应届大学毕业生共160
多名，为采编队伍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为
报社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人才保证。

——经营创新。2004年8月1日，平顶山
报仁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挂牌，成为我
省地市报印刷厂第一家成功改制的企业。此
外，报社广告部以活动带广告，举办了万人相
亲、车博会、中秋商品特卖会、鹰城年货大集
等多项大型活动，广告营销如火如荼。

——守牢本土。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使
得全国不同地区的新闻资源在很大程度上达
到了共享共有。新形势之下，得本土者才能
得区域。《平顶山晚报》每天用一半以上的版
面做本土新闻，用地方品牌赢得读者。为了
吸引读者，2013年 1月6日，鹰城首份社区报
——《平顶山晚报·鹰城社区》出版，因为与市
民很近，所以很受欢迎。

…………
在历史的镜头面前，我们记忆犹新、历历

在目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平顶山日报》的创新
成果：

——1989年 1月 1日，平顶山日报社实行
自办发行，为报社发行开创了一条新路。

——1992年 4月，报社迁入新落成的办
公大楼，实现了微机输入、激光照排、胶版印
刷，从此告别铅与火，迎来光与电，完成了报
业的第一次技术革命。

——1996年6月25日，微机化的新闻采
编中心正式运行，采编人员从此告别了纸与
笔，标志着报社顺利完成报业的第二次技术
革命。

——2000年 12月 1日，平顶山新闻网正
式开通，此后迅速成为影响力和访问量较大
的地方门户网站。

——2010年10月，平顶山手机报发布。
——2013年，报社新媒体中心成立，党委

就提出组建传媒集团的构想，加快了向“全媒
体”战略转型的步伐。

今天，当翻动《平顶山日报》《平顶山晚
报》，我们也像所有的劳动者一样，盘点自己
的创新成果，不禁为自己曾经的汗水、曾经的
思考、曾经的抉择而自豪。

繁花满树，迈向新征程

发展才是硬道理。只有事业发展才能更

好地服务市委、市政府的中心工作，才能更好
地服务鹰城人民。

1982年以来，平顶山日报人高举改革创
新大旗，不畏艰难，求新求变，不断提升办报
质量和经营管理水平，为报业发展提供了强
大动力，各项事业阔步向前。

——办报质量稳步提升。平顶山日报社
“两报”编校质量及综合质量持续全省领先。
《平顶山日报》连续7届 14年获得河南省“十
佳报纸”荣誉称号，是全省地市报社中唯一创
此纪录的单位；《平顶山晚报》多次被评为“一
级报纸”，综合质量位居全省都市类报纸前
列。因为成绩突出，2015年4月24日，市委对
平顶山日报社进行通报表彰。在刚刚结束的
2014年度全省报纸编校质量抽查中，《平顶山
晚报》和《平顶山日报》的差错率分别为万分
之0.5和万分之0.6，分列全省80家参评报纸
的第二位和第五位，受到省新闻出版广电局
的通报表彰。2005年，《平顶山日报》刊发的
通讯《矿井里走出来的院士》荣获第15届中国
新闻奖三等奖；2014年，《平顶山日报》刊发的
通讯《“汽车上的乡政府”：一个流动的为民服
务站》又在第24届中国新闻奖评选中获得三
等奖。两次问鼎全国优秀新闻作品最高奖，
是平顶山日报人始终坚持与党和人民同心，
与时代同步、与读者同行，“走基层、转作风、
改文风”的结果。

——报业经济红红火火。从1989年 1月
1日起，《平顶山日报》开始自办发行，发行量
得到快速攀升。目前，《平顶山日报》和《平顶
山晚报》的发行量均有6万多份，是复刊之初
的近5倍。凭借在平顶山主流权威的金字招
牌，加之新颖丰富的营销活动，平顶山日报社
广告收入持续增长。2004年，平顶山日报社
印刷厂成功实现股份制改造，成立平顶山报
仁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改制成功后，平顶
山报仁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在确保“两报”
（《平顶山日报》和《平顶山晚报》）印刷外，开
展灵活多样的经营创收工作，经营收入连续
上升。此外，报业多种经营也风生水起。
2008年，报仁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与河南万
通汽车集团共同投资 1000万元建成平顶山
世纪丰田4S店。2013年，平顶山世纪丰田4S
店盈利500多万元，经营业绩连续四年位居
华北地区第一位，公司经营回报率300%。随
后，世纪丰田濮阳4S店投入运营。为扩大党
的舆论阵地、实现多媒体融合，平顶山日报社
积极尝试，先期投资500万元在市区主要街
道建设党报阅报栏，在大力进行公益宣传的
同时，也取得一定的收益。在发行、广告、印
刷和多种经营的“四轮驱动”下，报社多元化
经营战略成效明显，报业经济不断做大做强。

——报业管理进一步规范。平顶山日报
社在坚持内部行政职务和专业职务聘任的

“双聘制”、人才公开“招聘制”等一系列体制
机制基础上，又进一步修订完善了职工考勤、
业务研讨等90多项规章制度，形成了靠体制
机制管人管事、以制度规定约束员工的浓厚
氛围。随着人事制度、工资制度的改革和完
善，报社已形成了一支梯次结构合理的人才
队伍，为报业开拓发展积蓄了力量。目前，在
册的采编人员190人，具有正高职称的7人、
副高职称的32人，占采编人员总数的20.5％，
中级职称的79人，中高级职称人数占采编人
员总数的62.1％；经营管理和技术人员中，各
类专业中级职称以上者占总数的20.5％，具

有高级职称者6人。报社先后获得“全国地
方报社管理先进单位”“中国地市报报业发展
五十强”“全国报纸发行先进集体”“全国地方
都市类报纸最具影响力十强”“全国城市党报
发展创新奖”“全国阅报栏户外媒体经营创新
大奖”“中国报业新媒体项目创新五十强”等
50多项国家级及省级荣誉。

——报业传媒正融入全媒体时代。 站
在新的历史起点，平顶山日报社新一届党委
具有宏阔的战略眼光，提出了“贴中心、接地
气、求创新、促发展”的工作思路。围绕中心，
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应势而动，在
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的同时，平顶
山日报人不断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融
合发展，抢占网络舆论高地，使其成为形态多
样、手段先进、具有强大传播力的新兴主流
媒体。2014年以来，平顶山日报社新媒体中
心初步实现了整合资源、创新模式、发展事
业的目标，形成了网站（平顶山新闻网）、论
坛（鹰城网事论坛）、手机报（平顶山手机
报）、微信（平顶山微报、掌上鹰城）、微博（平
顶山晚报新浪微博）等多种媒体形态齐头并
进、融合互通、集群发展的良好态势。截至
今年6月底，平顶山新闻网日均访问量达到4
万人次，最高日访问量超过 10万人次；鹰城
网事论坛注册用户达到 32 万，日均发帖量
1000余篇；平顶山微报用户数超过5.6万人，
日转发量接近10万人次；平顶山晚报新浪微
博粉丝超过8万人，掌上鹰城粉丝达到1.1万
人。平顶山日报社初步形成了报纸、网站、移
动传媒等多种媒体形态齐头并进、融合互通、
集群发展的良好态势，报业传媒正融入全媒
体时代。

穿越时空隧道，历史的步履深沉而坚
定。平顶山日报社不乏创业的艰难，但更多
的是与时俱进的种种喜悦。回首几代报人承
前启后、辛勤跋涉之路，我们不禁心潮澎湃。

人们不会忘记，1982年平顶山日报复刊
时，只有田鹤鸣、宋心海、李光宇三位老同志
办过报纸，其他人都是一张白纸，都是通过自
学干起来的。当时的办公地点在建设路中段
——今天的体育路与建设路交叉口附近的市
建二公司的办公楼上，楼上有好多单位挤在
一起办公，被称为“万国楼”。22名工作人员
寄居在10间旧房里，一些单身的同志只能在
办公室内住宿，办公和印刷设备几乎是一无
所有。当时印报在五一路市印刷厂，两者相
距3公里，无论刮风下雨，编辑都要到印刷厂
的校对室值班，直到 1984年，报社迁入市委
党校办公楼，条件才稍有改善。

人们不会忘记，上世纪80年代最艰难的
事是新华社电稿的接收，当时采用条式摹写
机输出，需人工用剪刀和胶水对多个纸条进
行剪切和粘贴才可形成一份完整的稿件。为
了节省时间，每天晚上8点，编辑要准时收听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收听时用录音机录下来，一句一句听写下来
后，再编上报纸的要闻版……

历史不会忘记，平顶山日报走过了一条
艰辛的创业之路，从黑白印刷到今天的彩色
印刷，从复刊时的四开小报到今天的对开八
版大报，从当初的财政全额拨款到现在不吃

“皇粮”的传媒集团，从最早的十几名办报人
员到现在数百人组成的采编经营队伍，从当
年简陋的办公环境到今天的现代化办公大
楼，从传统的手工编采到全面实现网络化、数

字化……弹指间，平顶山日报社57年的征途
留下精彩无限，招展着时代风流，为报业迈向
新台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当前，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竞争不
断加剧，报业发展面临严峻挑战。组建平顶
山日报传媒集团，对现行的管理运行体制机
制进行改革创新，是生存之需、发展之需，也
是大势所趋。

平顶山日报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注册
成立后，将依托自身发展优势整合已有经营
性资产，组建平顶山日报传媒集团广告有限
责任公司、平顶山日报传媒集团发行有限责
任公司、平顶山日报传媒集团印刷有限责任
公司、平顶山日报传媒集团户外广告有限责
任公司、平顶山日报传媒集团汽车销售有限
责任公司、平顶山日报传媒集团新媒体有限
责任公司、平顶山日报传媒集团物资供销有
限责任公司、平顶山日报传媒集团演艺会展
有限责任公司等经营实体，助推平顶山日报
传媒集团做大做强，开创主业功能更加突出、
产业支撑更加多元、服务发展更加有力的发
展新格局。

57年，对一座城市发展而言时间虽短，
对于报业的长远发展，足以支撑一次壮美的
起跑。57年，对于勇于创新、不畏艰难的平
顶山日报人，足够积累一次破茧化蝶的力量。

晨光熹微，又一轮新的太阳喷薄而出，照
耀今天这个非凡的日子。对于鹰城报业而
言，今天是历史画卷上一个特殊的坐标。在
市委、市政府的关怀下，平顶山日报传媒集团
宣告成立，鹰城报业掀开了新的一页。

凝聚力量，薪火相传。在市委、市政府的
坚强领导下，在各行各业和广大读者的支持
下，在集团全体同志的共同努力下，我们一定
能够再接再厉，创造无愧前人、不负来者的辉
煌业绩，为我市全面转型发展做出新的更大
贡献。 （本报记者 樊建伟）

（本版图片李英平摄）

市民参与平顶山日报社举办的万人相亲大型公益活动平顶山日报社坚持了9年的爱心成就大学梦活动贫困大学新生助学金发放仪式现场

市民参与“平顶山晚报读者纪念林”种植活动

平顶山晚报记者在“3·15”维权活动现
场接受市民投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