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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刘蓓/文 姜涛/图

本报讯 11月8日是第23个中国记者
节，当天上午，平顶山日报社启动“学习
宣传党的二十大精神 党报记者进社区”
记者节全媒体新闻行动。市委常委、宣
传部长，副市长刘文海为进社区采访记
者授旗，并为平顶山日报社报史馆揭牌。

按照市委宣传部统一部署，结合庆
祝第23个中国记者节，平顶山日报社策
划了这次全媒体新闻行动。刘文海将一
面印有“学习宣传党的二十大精神 党报
记者进社区 平顶山日报社记者节全媒
体新闻行动”标志的旗帜交到进社区采
访记者手中，采风活动随之启动。报社荣
膺2022年度市优秀新闻工作者和本社

“十佳编辑（记者）”称号的十多名记者、编
辑兵分8路，奔赴各个社区，集中宣讲党
的二十大精神，开展全媒体采风，以冒热
气、接地气、强底气、鼓士气的行进式报
道，展现基层一线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的生动场景，反映广大党员干部群
众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的火热实践，
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入脑入心、见行见
效。

随后，刘文海与平顶山日报社党委
书记、社长刘泉共同为平顶山日报社报
史馆揭牌（左图）。今年是《平顶山日报》
复刊40周年，报社建成了全省第三家省
辖市党报报史馆。展馆以文字、图片、影
像、实物等形式，客观真实地再现了《平
顶山日报》创刊64年来告别铅与火、跨
进光与电、融合数与网、探索云与智的改
革实践，记录了一代代平报人与党同心、
与时代同步、与读者同行、与城市共成长
的光辉历程。报史馆还运用虚拟现实技
术，以手机端3D数字美术馆的方式，打
造了“美丽鹰城我的家”优秀短视频摄影
作品云展厅，以“元宇宙”为观众带来沉
浸式体验，集中展现了鹰城绮丽的自然
风光、厚重的历史积淀、多彩的人文图
景，以及改革发展、生态建设、民生改善
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

报社采编一线的新闻工作者纷纷表
示，要以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为契机，认真践行“四向四做”要求，
持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采写出
更多有思想、有品质、有温度的精品力
作，为我市“壮大新动能、奋进百强市”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

全媒体新闻行动授旗出征
平顶山日报社报史馆揭牌

□本报记者 牛超/文 姜涛/图

墨色浓重，历史有印。每一份报
纸都镌刻着一段历史，见证着过去。

11月8日，第23个记者节到来之
际，经过数月筹备的平顶山日报社报
史馆建成开馆。这是继洛阳、开封之
后，我省第三家地市级报史馆。报史
馆全面展示了鹰城报业的前世今生，
以及几代老报人的奋斗历程，这是鹰
城报业60多年发展历程中具有标志
性意义的大事，填补了我市没有报史
馆的空白。

生动独特的历史教材

岁月变换，初心如磐。在平顶山
报业6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一代代
报人赓续接力——从无到有，从小到
大。

1957年，平顶山市设立。1958年
10月1日，《平顶山日报》诞生。随后，
报纸历经数次创刊、停刊、更名、复刊
的坎坷之路，《平顶山报》《会战简报》
《平顶山战报》《新平顶山报》《乘风破
浪》……一张张报纸力透纸背，不仅
重现了中共党报点燃思想、开启民智
的红色基因，更给人以醇厚绵长的心
灵滋养和生生不息的力量。

1982年10月1日，迎着改革开放
的春风，第四次复刊的平顶山市委机
关报《平顶山日报》正式出版发行。作
为平顶山市的“城市日志”，《平顶山
日报》记载了这座新兴工业城市的每
一个足印、每一次阵痛、每一次飞跃。
可以说，《平顶山日报》的历史就是平顶
山市历史的投影，对于研究中国共产

党在平顶山的历史、平顶山报业历史、
以史育人起到了积极作用。

报史馆建设是推进报社文化建
设、全面服务社会的创新之举，承载
的是报社的责任与担当，信念和情
怀。为了把报史馆建成凝聚平报人
的情感纽带，收藏鹰城历史文化的权
威机构，平顶山日报社成立了报史馆
筹备工作领导小组，下设综合协调
组、基建筹划组、纸质史料收集组、实
物史料收集组、监督审计组。本着对
历史负责、对后人负责的高度责任
感、使命感和紧迫感，工作人员经常
是“白+黑”“5+2”地查阅、整理资
料。寻找过去60多年里，报纸在平
顶山城市建设特别是在平顶山经济
和社会各项事业方面取得的重大成
就报道，将历史镜头精准地锁定在平
顶山的每一个闪光时刻，展示平顶山
的城市变迁和进步成果。

七大版块资料丰富

报史馆位于平顶山日报社南楼
二楼，占地近300平方米。

踏入报史馆，入门是一块反映报
社历史长河脉络的大型主题浮雕
墙。拐过浮雕墙，就走进了一个属于
报纸的世界。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
代的圆盘平压印刷机、早期排版用的
字模、老式电脑，80年代至90年代摄
影记者用过的洗印设备、早期发行员
投递报纸用的老式自行车及老式记
者证、通讯员证、通信工具……置身
馆内，透过展板和展品，俨然进入了
平顶山新闻史和社会发展史的时光
隧道，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活字印刷时

的“铅与火”、激光照排带来的汉字革
命、数字时代下的媒体转型，启示人
们认识到新闻事业在记录历史、推动
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也能深
刻体会到《平顶山日报》坚持党媒姓
党、贴近群众的新闻思想。

馆史内容分为步履·光辉历程、
奋斗·历史见证、创新·开拓事业、赋
能·融合发展、敬业报人风采、激励领
导关怀、卓著·报业荣誉七大版块，资
料丰富，种类齐全。

藏品背后的故事

峥嵘岁月，有物为证。报史馆里
展出的每一份实物背后，都有着耐人
寻味的故事。

据报史馆筹备工作领导小组综
合协调组组长吕光耀介绍，报史馆今
年4月开始筹建，8月中旬动工，9月
下旬建成。在筹建过程中，报社征集
报史资料，得到了社会各界和老报人
的支持。

80多岁的老报人李全成将自己
1958年采访韩庄矿的手记、1970年采
访鲁山县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学农
活、学耕田”时的札记和照片送到报
社；还有一位苗老先生把珍藏的一份
1958年手写的市委组织部关于平顶
山日报社干部任免职务批复文件捐
给报社；段记超送来了一辆过去发行
员用的28老式自行车；王兆民辗转
找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用的老式
印刷机……

一个物件留存一段记忆，也见证
了平顶山报业发展的一段历史，重温
几代报人薪火相传的难忘岁月。

讲述报业历史 传承报人精神
——平顶山日报社报史馆开馆侧记

平顶山日报社报史馆云展厅

1974年生产的圆盘平压印刷机

记者节

平顶山日报社报史馆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