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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今后的新闻舆论工作，高善罡提
出，新闻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讲话精
神上来，深化马克 思 主 义 新 闻 观，全 面 掌
握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把握好舆论引导工
作，持之以恒开展“ 走转改”活动，努力推
出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作品。

如何在报业“融变时代”坚守舆论制高
点？高善罡说，今后，新闻人应推动媒体全
面融合，在呈现形式、报道内容和采编流程
中努力探索融合创新方式，加强新媒体队伍
建设，探索出先进经验，争取晚报走在媒体
融合的前列。

这次年会还举行了全国百名社长总编
“走、转、改”进郑州大型采风活动。高善罡
希望全国各家晚报社长总编走进郑州，深入
报道郑州的发展成就，学习郑报融媒先进经
验。他说，郑州报业集团努力探索从传统报
业集团到现代传媒集团的突破和转变，率先
打破党报、都市报、网络和新媒体之间的机
制体制壁垒，强化大融合，构建大平台，建立
了“三统一”的融媒体集群指挥中心，实现了

“三个转变”，成为全媒体、融媒体宣传的积
极探索者、有效实践者，在融合发展中走在
全国报业前列，希望今后能实现更大作为。

郑报融媒记者 孙 娟

任 欢 迎 说，12 年 前，经 郑 州 晚 报 努
力，郑州以“走进商都 3600 年”为主题承
办了中国晚协的一个活动，他前来采风，
此次再来郑州，亲身体会到郑州这些年的
建设和发展。“郑州是中原文明的发源地，
大家对郑州非常关注。马懿书记介绍了
郑州的过去、现在，并为我们描绘了郑州
的未来，让我们觉得很感动，郑州是一座
美好的城市。”任欢迎说，今年的年会，是
中国晚协历次年会中单位最全、人数最
多、层 次 最 高 的 一 次，希 望 各 媒 体 社 长
总编对郑州进行深入采访，更深切地了解
郑州、认识郑州，更好地宣传郑州。

对于郑州报业集团的新闻报道，任欢迎
说，他十分关注。“郑州这座城市，我们晚
报媒体都十分了解，也给予了很多的宣传
报道支持。”任欢迎说，去年 9 月，郑州报
业集团重磅推出了关于王宽的报道，全国
很多家晚报也予以报道，王宽最终当选感
动中国人物。感动中国人物评了14年，河
南有13人入选，其中9人来自郑州，特别是
近三年来，郑州连续推出三位感动中国人
物，充分说明郑州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
爱之城”。“据我所知，其中郑州报业集团发
掘推出了 6 名感动中国人物，这也是郑州
报 业 集 团 践 行 习 总书记提出的‘高举旗
帜、凝心聚力’的具体实践。”任欢迎说。

对于郑州报业集团在媒体融合中的
具体举措，任欢迎给予了高度评价：“郑州
报业融合发展走在全国报业前列，不仅在
内容方面，而且在融合建设上迈出了扎实
步伐，推出了郑报融媒新闻超市，引起了全
国媒体关注，晚报界更应加强学习交流。”

“古人云，三十而立。今年是中国晚
协第 31 届年会，历经 30 年发展的中国晚
协完成了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责任和
义务，实现了中国晚报界的辉煌。”任欢迎
说，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希望从今年开
始，我们再次回到新的起点，从 1 做起，从
融合转变发展做起，向媒体新的高峰攀登
迈出扎实的第一步，希望这届在郑州举行
的年会，在中国晚协历史上再次谱写新的
篇章。

郑报融媒记者 裴蕾 苏瑜

作为《北京晚报》《新民晚报》《羊城
晚报》的订户、粉丝，王仁海表示，各个晚
报都能紧扣时代的脉搏、适应社会的发
展、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刊发了许多沾
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群众喜闻乐见的
优秀新闻作品，架起了党和政府密切联
系人民群众的桥梁，为党委政府重大决
策部署提供了重要参考。

“长期以来，中国晚报界对河南经济
社会发展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和支持，刊
发了很多向善、向上，温情、温暖的宣传
作品。河南之所以涌现出洪战辉、李灵、
王宽等多位‘感动中国’人物，都离不开全
国晚报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响应。”王仁海
对全国晚报树立河南正面形象的宣传报
道十分感谢。他以去年“感动中国”人物
王宽家的报道为例提出，由郑州报业集
团首先推出相关报道后，上百家晚报转
载、转发，在短短的时间里形成了强大的
宣传声势，感动了河南、感动了中国，“此
外，各晚报还结合本地实际，刊发了许多
关于河南经济建设、社会进步、文化发展
等方面的正面宣传报道，在全国范围树
立了良好的河南形象，为河南各项事业
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

王仁海对承办本届年会的“东道主”
也赞赏有加：“郑州报业集团在推进媒体
融合发展的道路上，也进行了有益的探
索和成功的实践。集团新建成的郑报融
媒体、集群指挥中心和融媒新闻超市，
打破了体制机制的壁垒，有效地整合资
源，实现了跨媒体、跨介质的融合发展。”
王仁海表示，融变之路漫长、曲折，但融
变前景光明、灿烂，“让我们一起携手前
进，紧抓机遇、改革创新、精诚合作，共同
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郑报融媒记者 左丽慧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党组副书记、书记处书记高善罡：

郑报融媒在全国走在了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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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是一座美好的城市，是一座
大爱之城……”昨日上午举行的中国
晚协第31届年会暨全国百名社长总
编“走转改”大型采风活动中，中国晚
报工作者协会会长任欢迎对郑州予以
推介，希望与会各媒体深入采访，更深
切地了解郑州、认识郑州、宣传郑州。
他同时对郑州报业集团在媒体融合发
展中的举措予以高度评价。

媒体融合路在何方？陈启伟说，经
过两年的探索，媒体融合积累了不少值
得借鉴的经验。

首先，建设“ 融媒体中心”势在必
行，要探索将新闻单位的原创生产与互
联网上的信息结合，实现内容生产方式
的转型升级，强化信息服务意识，开发
适应用户需求的个性化新闻产品，同时
创新内容生产手段，通过数据化新闻、
可视化新闻以及动漫、H5 页面等新形
式，使报道活起来、动起来。

其次，内容为王，技术为支撑。要
通过融媒体中心来实现采编队伍的整
体转型，增加新媒体的编辑和技术队
伍，壮大融合后的采编技术力量。还
要创新组织模式，调整不适应融合发
展的机构设置，探索内部组织重构再
造，推动组织机构一体化、传播体系一
体化。

再次，数字化、数据化正成为媒体
融 合 探 索 实 践 的 主 流 路 径 和 方 向 之
一。要使生产内容依然有市场，就需改
变既有的传播方式，走数字化道路；而
数据化对于市场化的商业移动客户端
已先行一步，如何更精准地获得用户的
真实需求、如何在不侵犯知识产权的前
提下，让更多的内容精准地送达用户，
还需大家持续探索。

在媒体融合发展方面，陈启伟介
绍，《新民晚报》以品牌建设为抓手，以
渠道拓展为核心，以社区深入为突破，
全力打造能承载报纸整体转型的新媒
体融合项目“新民邻声”，突出“资讯+
社区+服务”，做到民生信息一览无余，
民生服务周到细致。

“ 新民邻声”项目计划于 9 月 9 日
《新民晚报》生日当天正式上线。该项
目通过技术导向的“地理位置推送”，将
用户与“邻声”联系得更加紧密，真正实
现开门办报，以“用户生产内容”来让老
百姓参与新媒体建设。

郑报融媒记者 董艳竹

中国晚协执行会长，新民
晚报社党委书记、总编辑陈启伟
认为，从目前来看，媒体融合成
绩有目共睹，但传统媒体也面
临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如满
足现状，不愿打破现有发展模
式和利益格局，对如何融合感
到迷茫，缺乏互联网思维和平
台型产品等。

“作为中国传媒业的品牌盛
会，中国晚协第31届年会能够在
郑州举办，既是对河南新闻宣传
工作的厚爱，更是全体河南媒体
人的光荣。”昨日，在中国晚协第
31届年会暨全国百名社长总编

“走转改”进郑州大型采风活动中，
河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王仁海对
全国晚报在中国新闻事业发展、
树立河南良好形象等方面起到的
重要作用给予充分肯定，他提出，
要抓住年会在郑州召开这一有利
契机，取真经、化内力，引导媒体
向深融发展，不断提升河南媒体
融合发展的工作水平。

“两年前，在中央深改组第四次会议上，习近平
总书记明确提出，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强化

互联网思维，坚持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优势互补、一体发
展，打造一批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建成几家拥有强大
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形成立体多
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今年春节刚过，习近平总书记
前往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新闻单位，深刻阐述了党的新闻
舆论工作的目标、职责和任务，这些讲话为媒体发展提供了重
要遵循。”昨日，在中国晚协第31届年会上，中华全国新闻工
作者协会党组副书记、书记处书记高善罡说，“这几年来，中国
晚报协会落实总书记讲话精神，加快推动会员单位媒体融合，
加强新闻媒体队伍建设，推动开展讲好中国精彩故事，增强舆
论引导作用，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营造了良好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