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而立之年正青春
——《漯河日报》30岁回眸

诗中描绘，正是漯河。
漯河市位于河南省中南部，境内河流为淮河

流域沙颍河水系，淮河两大支流沙河、澧河贯穿全
境并在市区交汇,滨河城市特色明显。漯河历史
悠久，旧称上口，与下游的周口相呼应；因沙澧河
相汇处河湾状似海螺，又称螺湾河镇。明改“螺”
为“漯”。1948 年 7 月，设立县级漯河市。1986 年 1
月，经国务院批准，漯河市由县级市升格为省辖
市，现辖临颍、舞阳两县和郾城、源汇、召陵三区及
一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总面积 2617 平方公
里，总人口 276 万，其中城市建成区 76 平方公里，
城区人口72万。

同年 7 月 1 日，漯河报社挂牌，《漯河日报》前
身《漯河报》同时创刊。到今年，双双30。

三十而立，青春正好。
30年，漯河美景依旧，繁华更胜。
在相继摘得“国家园林城市”、“中国森林城

市”等桂冠后，漯河再获“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
目前，以“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和“全国文明城市”
为抓手的系列创建活动，正如火如荼地开展着。

由原来的内河航运和码头经济，小商品贸易
和单纯的骡马贸易，简单的牛羊肉和皮革加工，漯
河一跃成为中国首家食品名城，成为铁路和高速
公路“双十字”交叉的交通枢纽城市。目前，漯河
正在致力于“一区两城一中心”建设，向区域性中
心城市的目标阔步迈进。

漯河，一个年轻而又古老的城市。8000 年前，
贾湖的先民用七音骨笛奏响生活强音；2000年前，
许慎在此编纂中国乃至世界最早的字典《说文解
字》；1800 年前，曹丕在此导演以魏代汉的“受禅”
大戏；早于赵州桥 20 年、被誉为“天下第一桥”的
隋代小商桥至今巍然屹立。如今，漯河人自觉“学
传统文化、做谦谦君子”，许慎研究方兴未艾，经典
诵读叫响全国。

30 年来，《漯河日报》扎根漯河这片热土，紧
跟时代前进的步伐，用一张张报纸真实地记录着
漯河的沧桑巨变。漯河 30 年来的每一件大事，
都记录在报纸里，漯河变美变强变文明的生动画
卷也都精彩地定格在版面上。

沙北。漯河国际会展中心。漯河日报社作为
第一批入驻的单位，在漯河国际会展中心东邻 15
层的新闻大厦里，在 10000 多平方米的办公区域
里，《漯河日报》的编辑记者不仅见证了环 CBD 商
圈的繁荣兴盛，也一次又一次地改写自己创造的
传奇。经过 30 年的不懈努力，漯河日报社逐步发
展成为现在的集《漯河日报》、《漯河日报·晚报
版》、漯河手机报、漯河名城网、官方微博、微信、

“漯河发布”新闻客户端等多媒体为一体的新闻机
构。报社编制 100 人，现有职工 417 人，其中在职
职工 386 人（报社机关 196 人、发行公司 117 人、印
刷厂 73 人）、退休职工 31 人。报社现有内设机构
34个，科级干部67人，其中正科35人；下辖漯报发
行有限公司、漯报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报业传媒公
司、小城生活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报仁商贸公司、
漯报文化教育传播公司、河南人民出版社漯河分
社、字圣书画院８个公司。

沙河东流碧，螺湾汇双河。舟行
此焉薄，估客南来多。江淮百货萃，
此处星辰罗。木棉茧如雪，收入云间
梭。

30 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支持下，在
全市人民的精心呵护下，漯河日报社历经风雨，
如今已枝繁叶茂，硕果累累。从当年的租房办
公，到今天宽敞明亮的办公大楼；从当年的人工
排版、易地铅印，到今天的数字编排、彩色印刷；
从当年每周一期的四开小报，到今天的对开大
报；从单一纸媒，到今天的集网站、手机客户端、
信息技术等为一体的新媒体；从当年的职工不足
20 人，到今天 400 多人的办报大军；从当年的零
广告收入，到 2015 年 5000 万元的经营总收入，无
不显示着漯河报业的巨大成就和变化。

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1986年到
1992年，创刊初期的《漯河报》在办报探索之路上充
满了艰辛。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十几名创业者在
暂借的市委党校的小楼上，艰苦奋斗、辛勤耕耘。
作为党委、政府和人民的“喉舌”，《漯河报》以与生
俱来的权威性，以党的新闻工作者的坚定信念和职
业良心，秉承着务实、认真、精细的工作态度，紧紧
围绕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
用镜头、用文字、用版面记录了沙澧大地一场场思
想深处的激荡、一个个振翅腾飞的瞬间、一例例鲜
活生动的典型，用舆论的力量推动了改革发展，促
进了和谐稳定。

伴随着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东风，漯河被
划为内陆特区。为了紧紧围绕特区这一历史使

命，及时记录来自漯河人在内陆特区建设中的每
一步探索与创新，宣传报道来自特区“试验田”的
每一分收获与喜悦，根据市委指示，《漯河报》于
1993 年 1 月 1 日正式更名为《漯河内陆特区报》，
每周 3 期对开大报，以权威的信息、精美的版面，
忠实记录着我们这座城市不畏艰难的开拓，勇往
直前的步伐，把漯河人“敢闯敢试”、“敢为天下
先”的创新精神与先进理念，化作一缕缕清风吹
向沙澧大地。

以内陆特区人特有的精神，《漯河日报》大胆
创新：1994 年星期刊创刊，1996 年《教育周刊》创
刊，1999 年《法制周刊》和《市场周刊》相继创刊，
2001年《晨刊》创刊，2002年《社会晨刊》创办，2005
年《食品周刊》创办，一个个定位精准而有符合市
场需要的版面的创办，不仅丰富了《漯河内陆特区
报》的内涵，也提高了社会主流舆论的传播力和影
响力。

2003年12月19日，伴随着新闻大厦的破土动
工，《漯河内陆特区报》再次迎来新的发展契机。在
软环境不断改善的同时，《漯河内陆特区报》不断提
升报纸品质，从2004年1月1日开始，正式采用国际
流行黄金报型，采取三列分割式版面设计，栏目设
置更突出“三贴近”。

时代总是赋予我们新的责任和使命。2005年
10月1日，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漯河内陆特

区报》更名为《漯河日报》，以党报的政治导向正确，
思想观点科学，发布权威公正、客观真实、旗帜鲜
明、高端大气等大气象，去廓清信息云雾与纷扰，
以科学、正确的思想信息吸引和折服读者，在信息
洪流中彰显党报思想宣传的中坚力量。在强化党
报的影响力和权威性的同时，漯报人大胆探索，
2007 年底，《漯河日报·晚报版》试刊开始发行，为
四开十六版。2010 年 11 月 4 日，经河南省新闻出
版局批复，《漯河日报·晚报版》正式出版，逐步增
加为四开十六版、部分二十四版，把党的声音传递
到千家万户。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科技的不断进步，以网
络技术和数字化信息为主要内容的新媒体逐步发
展壮大。《漯河日报》乘势而上，推动传统媒体和新
兴媒体融合发展，运用数字技术扩大党报宣传阵
地，不断增强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公信力和影响
力。2009年年底以来，在借鉴外地报社先进经验的
基础上，《漯河日报》先后多次扩版、改版，逐步形成
现在的每周5期；《漯河日报·晚报版》也不断发展
完善，每周出版5期。与此同时，《漯河日报》突破
单一纸媒，形成了集纸媒、手机客户端、网站、微信
公众号、微博等于一体的综合传媒格局。截至目
前，漯河手机报固定用户已经达到6万多户。漯河
名城网经多次改版，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市民面
前，日点击量超过10万人次。

敢于创新、争创一流。30年来，《漯河日报》坚
持不懈创新、改革，逐步孕育出“团结、奉献、求是、
创新”的“漯报精神”，并在这一精神的鼓舞下，谱写
了绚丽的篇章。报社历届党组始终坚持打造一支
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的高素质的新闻队
伍，涌现出一大批能打硬仗、不怕吃苦的新闻采编
人员，先后获得省级以上好新闻800多次，在省级
新闻媒体发表宣传漯河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成
就的各类文章数千篇。

30年来，《漯河日报》不断深化新闻改革，拓展
新闻报道领域，催生了“双汇集团发展跟踪报道”、

“南街之路”、“救助失学儿童”、“2000年漯河抗洪抢
险”等一大批在社会上有影响、受到群众好评的新
闻报道。《漯河日报》注重新闻策划，用实力塑造了
良好的形象。“船民千里寻踪”、“漯河农民创造”、

“漯河沿边行”、“乡村发现”等系列报道，获省新闻
阅评组高度评价。

30年来，《漯河日报》先后600多次受到上级表
彰、嘉奖，被评为省级文明单位、市五一劳动奖状、
省第五届十佳报纸、省第七届报纸综合质量检测一
级报纸、中国地市党报品牌创新力十强、中国传媒

大会2013年中国十大影响力地市党报、中国品牌
媒体百强、地市党报品牌公信力十强、漯河市全民
创业工作先进单位、漯河市慈善先进单位……每一
个奖项都熠熠生辉，每一项荣誉都记录着辉煌。

30年来，《漯河日报》始终把坚持正确的舆论导
向放在首位，同时狠抓经营工作不放松，实现了经
营创收的较快增长，为事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
保证。

数字是最朴实的，也是最雄辩的。
1992年，经营收入40万元；
1993年，经营收入100万元；
1995年，经营收入320万元；
2001年，经营收入600万元；
2006年，经营收入1000万元；
2009年，经营收入1500万元。
2014年至今，面对宏观经济形势严峻，全国纸

质媒体广告市场低迷的大环境，《漯河日报》围绕
“做优做活主营业务、做大做强新兴媒体”的发展
思路，坚持务实宣传，着力提升报纸质量，一心一
意谋发展，尽心尽责干事业，各项工作取得了新的
成绩。

2015 年，经营总收入达到 5000 万元，同比增
长13%。

数字告诉人们：这是科学发展的两年，这是跨
越发展的两年。两年来，漯河日报社不断创新思
路，不断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改变了单一依靠报
纸的盈利模式，大胆拓展相关产业，发展了商业印
刷、会展业、物流业、文化创意产业等一批相关产
业，实现跨行业、跨地区、多元化发展。

近年来，漯河日报社大力深化媒体融合，发展
起网络媒体、移动媒体、户外媒体等一批新媒体，
向多媒体、跨媒体、全媒体方向发展。为加快全媒
体融合步伐，2015 年，报社与方正集团合作，打造
了“中央厨房”式的全媒体数字采编中心，实现矩
阵式、立体式、滚动式、全天候和差异化、个性化新
闻发布。同时，完善信息交流平台，开通了“移动
新闻终端APP”项目，重点打造以微博、微信、微视
为代表的“掌上微矩阵”，突出多媒体互动。目前，

《漯河日报》官方微博粉丝突破 1 万户，微信关注
突破 5000 户。漯河名城网旗下的“小城生活”微
信号，微信关注已达到6万户，成为漯河本土阅读
量、活跃度第一的微信公共平台。

当前，正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
段，也是抢抓战略机遇、加快转型升级，推进“十三
五”发展步伐的关键时期。面对报业严峻的经营形
势，漯河日报社不仅在深化管理方面下大功夫，同
时也积极开展战略布局。面对新媒体、新机遇、新
挑战，漯河日报社下一步将按照“深耕主业、多元发
展、深度融合、科学管理”的发展思路，大力实施

“1234”发展战略：

实现“一个目标”

打造区域内最具影响力和综合经济实力的现
代文化传媒集团。

明确“两个中心”

首先，讲好漯河故事。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
中心工作，确保正确的舆论导向，展示漯河发展良
好形象。

其次，做好经营转型升级。报社制订了多元发
展战略，到“十三五”末，漯河日报社经营总收入将达
到9000万～1亿元。其中，报业广告收入突破4000
万，非报产业收入突破5000万，员工年平均收入达

到7万元以上，实现跨地区、跨行业、跨领域发展。

做强“三大产业”

（1）做强传媒产业。纸媒确保全省一级报纸行
列，再创全省十佳报纸；移媒确保双“破十”（漯河日
报官方微博、微信粉丝突破10万，漯河发布下载量
突破 10 万），成为漯河最具影响力的移动媒体平
台；网媒确保漯河第一新闻网地位，努力发展成为
漯河最大综合服务类网站。

（2）做大教育培训产业。在现有经营渠道和
小记者品牌的基础上，做大做强教育培训产业，力
争做成省内媒体标志性教育培训品牌，为报社多元
经营再建一个强力支撑点。

（3）做好健康养老产业。发挥媒体优势，利用
全媒体传播渠道，打造“智慧健康服务”、“远程健康
服务”等新型健康服务信息平台，全方位、多形态满
足群众日益增长的医疗卫生信息需求。

实施“四项工程”

（1）媒体融合工程。打造“三大传播平台”（打
造以“两微一端”为主要内容的移动媒体，即融媒体

平台；打造以漯河名城网为主的网媒平台，即桌面
互联网系列；打造以《漯河日报》、《漯河日报·晚报
版》为主的传统纸媒平台），实现“四项服务”（实现
新闻服务、政务服务、生活服务、市场服务）。

（2）多元产业发展工程。整合纸媒、移媒、网媒
资源，依托全媒体品牌影响力，搭建智慧商务、生活、
政务平台，构建公司化组织架构，实行“一行业一频
道一公司”运营模式；探索媒体广告+品牌策划+创
意设计制作+销售代理全链条式整合营销模式。

（3）人才培养工程。着力打造三支队伍：培
养和造就一支政治上可靠、业务上精良、作风上
过硬的全媒体、全天候、全能型采编队伍；一支善
于合作、敢闯市场、勇于竞争，具有宽广视野、战
略思维、创新理念，不断提升品牌竞争力的经营
队伍；一支德才兼备、求真务实、勇于创新、勤政
廉洁，想干事、能干事、会干事、执行力强的管理
队伍。

（4）科学管理工程。以高效执行力为前提，以
标准化、规范化为基本要求，建立科学高效、以人为
本的精细化管理体系，实现岗位增值、员工增收、报
社增效。

新的挑战，新的机遇；新的创业，新的征程。《漯
河日报》将与时俱进，再谱华章。

■本报记者 王海防 齐 放 王 辉 杨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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