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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郑州报业集团已经从 75年前一张
报纸的单元生态，演变为拥有以《郑州日报》为
核心的“旗舰领航·全域影响资源生态”、以《郑
州晚报》为底色的“扎根成长·社域下沉资源生
态”、以“中原网”为依托的“城市智库·城域数
字资源生态”、以“正观新闻”为蓝本的“全球视
野·广域流量资源生态”和以“郑报传媒科创”
为底版的“合纵连横·跨越多元资源生态”五重
核心资源生态。

然而，无论媒体形态怎么变化，郑报人的
初心从未改变。在时代风云中，一代代郑报人
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着力唱

响主旋律，激发正能量，发挥主流媒体“定音
鼓”“风向标”作用，牢牢扛起了职责使命。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强全媒体传播体
系建设，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十四五”规划
也明确要求“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实施全媒体
传播工程，做强新型主流媒体”。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是
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
面向未来，面向郑州新的发展态势，郑州报
业集团将继续坚持党报立社，持续贯彻落实
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深度融合、整体转型，
坚持移动优先、矩阵传播，加快推进重塑性

改革和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持续巩固壮大
主流思想舆论，持续增强省会城市主流媒体
的传播力、影响力，切实以党报人的守正创
新、担当作为，讲好郑州故事，传播好郑州声
音，汇聚起郑州国家中心城市现代化建设的
磅礴正能量。

江河之所以能冲开绝壁夺隘而出，是因其
积聚了千里奔涌、万壑归流的洪荒伟力。

不忘来时筚路蓝缕，不畏风雨砥砺前行。
新一代的郑报人初心不变、壮志未改，将一往
无前接续奋斗，肩负起现代化新征程中的使
命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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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视频号沉浸式观看
直播参与互动……今
天的《郑州日报》不仅
仅是“一张报”，而是
顺应可视化、交互化、
智能化的新需要，逐
渐实现全媒体、全平
台、全天候、全方位的
“一直报”。

75年大潮激荡，如
果说铅与火镌刻着奋
斗与荣耀，光与电照耀
着创新与突破，数与网
则承载着方向和梦
想。对于每一个郑报
人来说，每一天都是新
的起点。

从浴血奋战、百折不挠的战火时代，到百
废待兴、激情燃烧的奋斗年代；从大力唱响改
革开放的燃情岁月，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
时期的“春天故事”；从豪情满怀步入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新时代，到中原儿女推动国家中心城
市现代化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历史在跌
宕起伏中，继续向前伸展。

在奋进中发展，在变革中新生。近年来，
郑州报业集团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媒体融合发展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不等不
靠、敢闯敢试，积极推进媒体融合，重造媒体组
织架构，重建传播流程，重塑主流媒体影响力，
推进全介质、全人员、全流程实质融合、深度融
合，坚持移动优先，构建起新型传播生态，“强
化大融合、构建大平台”，走出了一条适合自身
发展的“经济、高效、可持续”融媒模式，努力推
动省会党报集团转型发展、创新发展和融合发
展，成为媒体融合的积极探索者、坚定实践者。

在新的传播环境下，郑州报业集团坚定

正确舆论导向、坚持正面宣传为主，深耕新闻
主业，重视策划，增强议题设置能力，加强全
媒体采编团队的策划意识；重塑内容体系，
强化技术支撑与开发，依托大数据、5G、AR、
VR 等先进互联网技术，利用自己的技术开
发团队，利用数字化、视频化制作方式，打造
新型内容表达，努力制作更适应互联网传
播、有新意、有影响力的新闻精品；加强顶层
设计，推动主力军全面挺进互联网主战场，
打造定位准确、圈层清晰、分工明确的郑报
媒体生态圈。

加快推进郑州报业集团有限公司组建，集
中优质资产和资金力量培育主业突出、核心竞
争力强、市场占有率高的综合性文化龙头企
业，实现“一报社一中心一公司”联动协同、一
体化发展；实施能力作风锻造提升工程，建强
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提升干部教育培训质
效、加强干部实践锻炼、推进高层次人才队伍
建设；探索“新闻+政务服务商务”运营模式，形

成主业突出、多点支撑、多业并举、多元发展格
局……郑州报业集团以更大决心、更大勇气、
更大力度，正在把改革推向深入。

“正观新闻”客户端完成“智媒平台”二
期建设，版本升级到 4.0 以上，“嵩山云”平台
具备使用条件，实现采编发流程再造；建强
郑报对外传播融媒体中心，持续培育叫得响
的对外传播新媒体品牌，持续加大国际传播
策划力度，打造宣传主流价值、彰显时代精
神、引领道德风尚、传播郑州形象的国际传
播平台；加强与高校交流合作，建立新闻技
术实训基地，培育和吸纳优秀后备人才，加
快复合型人才梯队建设，构建一支适应全
媒体发展的新时代新闻队伍；谋划开展文
化项目，出版“郑州历史文化”丛书，成立郑
州日报社仰韶文化传播研究院、郑州新闻
博 物 馆 ……郑州报业集团将通过一系列重
大工程项目建设，加快推进媒体融合、构建
全媒体传播体系的步伐。

一纸风行
描绘郑州发展画卷

披坚执锐 扛牢党报职责使命

75 年，27000 多个日日夜夜，这是一
份与共和国同龄、与我们伟大的党同一天
生日的报纸——《郑州日报》走过的时间。

在郑州日报社档案馆里，翻阅按照时
间顺序整齐排列的一沓沓新闻纸，蓦然间，
仿若时光流转，风起云涌的时代潮汐，长
街小巷的烟火人间，日新月异的城市面
貌……那些凝固的历史、定格的岁月忽而
在眼前重现。

那是 1948年 10月 22日，郑州宣告解
放。此时的郑州，百废待兴、百业待举。为
及时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反映群众
呼声，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中共
郑州市委决定创办《郑州日报》。

“经过一个月短暂时间的筹备，《郑州
日报》在 7月 1日党的 28周年纪念日与读
者见面了。《郑州日报》是中国共产党郑州
市委的机关报，它是人民的代言人，党的耳
目喉舌……”1949年 7月 1日，迎着新中国
的黎明，《郑州日报》正式创刊，头版的《发
刊词》这样写道。短短的几句话，高度凝练
地表达了郑报人的初心——始终坚持宣传
党的主张，反映人民的心声，记录描绘郑州
发展的壮美画卷，构建党和人民紧密联系
的纽带和桥梁。

《郑州日报》的成长之路几多坎坷，从
1949年 7月 1日创刊至今，先后经历了两
次停刊。

1950年，毛泽东同志为《郑州日报》题
写报头。三年自然灾害，《郑州日报》停刊，
直到 1963年 10月 22日，在郑州解放十五
周年纪念日，才以《郑州晚报》的“新身份”
得以复刊。1964 年，毛泽东同志再次为
《郑州晚报》题写报头。毛泽东同志两次亲
笔题写报头，放眼全国报业，也属十分罕
见，这无疑是报社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
笔，激励着一代代郑报人“铁肩担道义，妙
手著文章”。

20世纪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郑州
晚报》风靡绿城，影响全国，进入全国八大
晚报行列。

2002 年 5 月，迎着新世纪变革的曙
光，郑州日报社挂牌暨《郑州日报》恢复出
版，《郑州晚报》全新改版。复刊后的《郑
州日报》继续承担市委机关报的职能，改
版后的《郑州晚报》成为一张面向大众的
主流都市报。

自此，与郑州同呼吸、共命运，由毛泽东
同志亲笔题写报头的两张新闻纸，在中原
大地上同放异彩，交相辉映。报社也由起
步时单一的 4开小报发展到“两报一刊一
网站”，并拥有发行公司、印刷厂、物业管理
公司等多个独立核算的责任主体，报业集
团雏形显现。

2011 年，已有 62 年历史的郑州日报
社迈入新的发展阶段——中原报业传媒集
团挂牌成立，在集团化发展之路上铿锵前
行。2014年 2月，中原报业传媒集团正式
更名为郑州报业集团，确立了“宣传全媒
体，发展多元化”战略，开启了“做强以党报
为旗帜的全媒体宣传矩阵，做大以都市报
为龙头的 IP资源平台，做活以新媒体为先
锋的融媒集群，做优以文创为支撑的多元
化产业链条”的“四做”同步发展之路。

2019年6月25日，卢森堡可持续发展与基础
产业部部长弗朗索瓦·鲍施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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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 做强新型主流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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