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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纸风行到连年亏损、入不敷出，
再到深陷困境，甘肃日报报业集团旗下
的《西部商报》无奈退场。2018年6月23
日，这份奔跑了18年的都市生活类日报
宣布休刊转型。一夜间，依赖于这份都
市报生存的从业者们不知往哪里去。

如何转型突围、打破僵局？让这些
人能继续有“饭”吃？一度成为甘肃日
报报业集团最大的烦心事。

2019年6月6日，经国家新闻出版
署批准，《西部商报》更名为《兰州新
区报》。无论是对于黯然谢幕的《西部
商报》，还是尚处于待业状态的“西部
商报人”而言，这一天都算是涅槃重
生。如今，“重生”后的他们经过近 5
年的摸爬滚打，向上主动求融、向下自
发扩容，收获了媒体深度融合红利。5
月14日，《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
走进兰州新区融媒体中心，在采访中感
受到大家从里到外都透着一股子干事创
业的精气神。

报纸重点做深度报道：
“与新媒体互补朝着差异化发展”

位于兰州市北部秦王川盆地的兰州
新区，是我国第五个、西北首个、胡焕
庸线以西唯一的国家级新区，被赋予

“西北地区重要的经济增长极、国家重
要的产业基地、向西开放的重要战略平
台、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战略使命。
创办一份真正意义上的报纸，不仅能激
发这座处于成长期的国家级新区新闻宣
传的活力，更能为其各项事业高质量发
展凝聚起强大正能量。

2019 年 8 月 20 日 ， 由 甘 肃 日 报
社、甘肃日报报业集团与兰州新区党工
委合作出版的《兰州新区报》正式公开
发行，定位为“区域性的城市报纸”。

移动互联时代，创办一份报纸还有
意义吗？答案是肯定的。《兰州新区
报》的创办，意味着兰州新区舆论主阵
地建设实现了从0到1的嬗变，也为兰
州新区主动推动媒体深度融合奠定了坚

实基础。
甘肃日报报业集团兰州新区报分公

司总经理、兰州新区云上融媒体发展有
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马明刚认为：“报纸
仍是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办好纸
媒与打造新媒体并不矛盾，二者是你中
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促进的关系。从
办报思路上来说，我们想逐渐把这份报
纸办成与新媒体互补朝着差异化的方向
发展，重点是做深度报道。”

更名转型除了更换赛道，更重要的
是创新机制。从 《西部商报》 更名为

《兰州新区报》，由此开启融媒体中心建
设的创新实践，印证了“由省级党报社
（报业集团） 提供办报资源，地方政府
以政府购买服务方式提供一定办报资金
支持”的转型模式取得了成果。马明刚
介绍，《兰州新区报》实际上发挥的是
兰州新区党工委机关报的职能。

重新办好一份报纸，对于经历了
“阵痛”的这些人尤为珍贵。但弃“都
市”奔“城市”，这条路行得通吗？记

者在采访中发现，创刊5年来，《兰州
新区报》在运行机制上完全摒弃“等靠
要”的固有思维，一路探索尝试，从单
一的做好新闻到做好服务，再到集“新
闻+政务服务商务”为一体的多元运营
格局，打开了媒体转型的突破口，延伸
了新闻媒体职能链条。在甘肃日报社、
甘肃日报报业集团和兰州新区党工委、
管委会的支持下，《兰州新区报》坚持
社会效益优先，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引来
了发展的“活水”，正在媒体深度融合
之路上“双向奔赴”。

“折腾”也要办融媒体中心：
“如果你不抢，生存就会很尴尬”

国家级新区是由国务院批准设立，
承担国家重大发展和改革开放战略任务
的综合功能区，并不是行政区划建制，
但又同时承担着和地级市同样重大的基
层社会治理职责。

“我们必须进驻媒体深度融合的主

战场，抢得先机。如果你不抢，别人要是
进来了，将来《兰州新区报》的生存就会
很尴尬。”2021年，甘肃日报报业集团委
派马明刚担任《兰州新区报》管理工作伊
始，他便深刻地认识到，办一份传统的报
纸显然已经不能适应时代，也不能适应
兰州新区新闻宣传的要求。“一份报纸的
阵地太薄弱、太单一了。我们必须主动出
击，建设融媒体中心。”

“我们好好的一份报纸办着就行
了，小日子过得挺滋润的”“大家活得
挺好，干吗要折腾、给自己找事”……
刚开始建设融媒体中心的时候，《兰州
新区报》内部的思想不统一，很多人不
理解，都不以为然。“但从长远利益考
虑，这是大势所趋，必须跟上大势，媒
体融合是必走的一步。”马明刚坦言，

“其实当时我内心的想法就来源于对这
份报纸的生存危机感，建设融媒体中心
的根源还是源于危机意识。总不能让兄
弟姐妹们再面临一次失业的危险吧！”

（下转02版）

曾经一纸风行的《西部商报》无奈退场后，转型为一份“区域性的城市报纸”《兰州新区报》，
5年来，他们开创了一个让编辑记者充满活力干事业的新局面——

重生，就要认准“融合”的路
□本报记者 田野

本报讯 （记者张席贵 李婧璇 张
君成） 5 月 18 日，作为首届东北图书交易
博览会的重点活动之一，《吉林全书》编纂
文化传承工程正式启动。启动仪式上播放
了 《吉林全书》 编纂文化传承工程宣传
片，并为 《吉林全书》 编委会专家及顾问
代表颁发聘书。

吉林省历来重视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
传承，20世纪80年代起，先后推出《长白
丛书》《长白文库》等地方文献古籍整理丛
书，为深入挖掘吉林独有的文化基因发挥了
重要的时代作用。启动实施《吉林全书》编
纂文化传承工程，正是承载着当代的责任和
使命，在汇集前人工作成果的基础上，承袭
过往的古籍文献编纂经验，对吉林文献资料
进行一次全面系统整理，形成完整的吉林历
史典籍数据库；对吉林历史文化进行全方位
研究，形成有深度有水平的学术成果；对有
价值的文献典籍进行精品化出版，每年推
出一批质量上乘的好书。通过努力，更为
完整地呈现吉林历史文化发展全貌，淬炼
吉林地域文化之魂，推动新时代吉林文化
更好地传承发展。

为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吉林文化遗
产，展示好吉林历史画卷，吉林省委、省政府
作出编纂《吉林全书》这一重大文化战略部
署，不仅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认
真落实党中央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要求
的务实之举，还是推进吉林优秀传统文化保
护传承、建设文化强省的重要举措，更是增强
文化自信和振兴发展底气的有力行动。

《吉林全书》
编纂文化传承工程启动

新华社北京5月20日电 中央宣传部
宣传教育局、光明日报社组织编写的“核心
价值观百场讲坛”文化传承发展主题图书

《中华文化公开课》，近日由人民出版社出
版，在全国发行。

本书立足于“核心价值观百场讲坛”文
化传承发展主题宣讲，邀请国内权威专家学
者，选取红山、良渚、二里头、大运河、敦
煌、云冈、故宫、中华典籍等中华文化典型
元素，以广博开阔的文明视野、生动鲜活的
文物史料、深入浅出的文化阐释，带领大众
深入探究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历程，感
受中华文明守正创新、开放包容的鲜明品
格，体悟中华民族优秀价值观念中蕴含的思
想力量、道德力量、精神力量。

本书知识性、可读性、思想性俱佳，
图文视频并茂、文化内涵深刻，精选实
景、文物照片近 260 张，链接精彩视频及
重要文献近50个，让广大读者可以更近距
离触摸中华历史、感悟文脉流淌，让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文化传承发展中共振共
鸣，对于帮助广大干部群众坚定历史自
信、文化自信，投身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
设必将发挥积极作用。

《中华文化公开课》
出版发行

在如皋市城管局全总“最美工会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东皋书吧，环卫工人们
忙里偷闲享受阅读的快乐。 江苏省如皋市委宣传部 供图

本报讯 作为 2024 年上海科技节的一
项重要活动，第三届上海科技传播大会5月
18日在张江科学会堂举行。

本届上海科技传播大会·主旨大会的主
题是“加强科普能力建设，推动科普高质量
发展”，多位科技工作者围绕科普作品创
作、壮大科普人才队伍、推动科普产业发展
进行了交流。主旨大会上，还发布了首批科
技传播高级职称认定结果，网名为“混子
哥”的陈磊、网名为“菠萝”的李治中获评
研究员 （正高级），网名为“稚晖君”的彭
志辉获评副研究员 （副高级）。上海科技节
期间，将完成首批科技传播高级职称获评者
的授证，同时启动中级职称申报。（俞陶然）

上海科普传播人才
获评高级职称

今日看点

传媒学院思政课
建设“大家谈”

05 传媒周刊·封面

《兰州新区报》
和兰州新区融媒体中
心采访团队合力报道
新区丰收节。

受访者 供图

最是一城好风景，半缘烟火半缘
书。5月15日下午，在江苏省如皋市，以

“阅润童心”为主题的市融媒体中心“983
读书会”首场线下专场走进安定小学，诗
朗诵、情景剧表演、配音秀、播音小课堂
等环节让阅读有声有色。从 2013 年至
今，读书活动已连续举办11年，阅读已
经成为如皋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精
彩纷呈的阅读活动串联起机关、学校、社
区、企业乃至全社会，调动起全城群众参
与阅读的热情。

City read “云”上相约
阅读创意无限

如果说 City walk 是用脚步丈量城
市，那么City read就是用书香感受城市
力量。今年世界读书日期间，南通市发
布的“Enjoy Reading 南通城市漫读”地
图，标注全市城乡128个公共读书场馆，
市民通过手机扫码即可快速查找到想去
的地方，预览全年活动计划，并一键导航
至该场馆。设置“趣味集章兑周边”活
动，邀请市民线下走读。

“我跟随大部队参观了如皋市镇
（区、街道）、企事业单位的书房书吧，确
实令人印象深刻。没想到在银行、医院，
也有对外开放、环境优雅、设施齐全的读
书场所，为我今后参与阅读提供了更多
选择。”市民陆婷婷说。

以草为营，以天为幕，高新区（如城
街道）将书本搬进大自然，在江苏盆景博
物馆举办第二届“草坪读书节”，读者们
书签寄语、图书漂流、芳草对诗，共赴春
日“阅”会，享受书香之约。以书为伴，以
史为鉴，在4A级景区水绘园，纪念新四
军华中野战军第一师师部成立 78 周年
暨纪念粟裕逝世 40 周年主题阅读活动
引导游客、市民阅读红色经典，传承红色

基因。“云”上相约，与君共读，如城街道
花园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组织辖区阅
读推广人、网络文明志愿者，通过线上好
书推荐、网络文明引导等，营造爱读书、
读好书、善读书的氛围。

企业研学 示范领学
阅读激发活力

“面条是怎么来的”“不同时期面条
不同的说法”“小麦是怎么变成面条
的”……近日，在全国拥有逾500家门
店的本土企业和府捞面产业园迎来了一
批亲子家庭前来探秘。

“从无字句处读书”，围绕引导青少
年更好地了解家乡在经济发展、产业创
新等方面取得的成就，近距离感受新质

生产力的澎湃力量。4月至5月，如皋
市开展了以“走读多彩如皋，点亮科创
匠心”为主题的第七届 21 天亲子共读
活动。

凭借一碗“书房养心面”，本土企
业和府捞面让顾客在品鉴美食、获取知
识的路上同频共振。在斯密特森光电科
技有限公司，亲子家庭组装“牛顿式反
射望远镜”，一起探索望远镜里的精彩
世界……

阅读经典好书，争当时代工匠。5
月10日，2024年如皋市职工读书月启
动仪式暨书香企业建设推进会中，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南通顺丰速递有
限公司如皋何庄营业点收派员张鑫，江
苏省劳动模范、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如皋分公司白蒲支局支局长杜莉进行了

读书分享。职工读书月将持续到 11
月，其间将开展“劳模荐书单、评论送
好书”、“我是领读人”职工阅读大赛等
形式多样的阅读活动。

手执书卷 雅俗共赏
阅读融入日常

“读书，最乐之事”。在李渔读书月启
动仪式暨李渔主题阅读示范活动现场，
李渔作品联诵《渔韵流香》、情景剧《少年
李渔之问疑受责》、情景独白《有传世之
心 作伟世之文》等，让观众们体会到了
先贤李渔的人生智慧和文化传承。

走进户外劳动者工会爱心驿站，
“献上一声问候、提供一杯热茶、推荐
一本杂志/图书”成为服务标配，为广
大户外劳动者和职工群众筑起“幸福港
湾”；走进青年之家，各级团组织积极
开展的“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
青春年少好读书”主题活动火热开展，
引导广大团员青年爱读书、读好书、善
读书，学理论、读经典、促实干；在

“清风传家远 严以治家兴”家庭教育
宣传周活动上，与会领导为青年干部代
表赠送家风书籍《颜氏家训》《习近平
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论述摘
编》；书香为媒，情定芳菲，在集体婚
礼现场，一本本承载着祝福与期望的婚
姻护航宝典送到新人们手中……

据悉，2024 年如皋市将聚焦“阅
读供给提升”，实施全民阅读“十百千”工
程，即挖掘老一辈文化名家，突出当代名
家，开展“十场专题朗诵活动”；突出市
级机关部门、镇 （区、街道） 整体联
动，开展“百场读书分享活动”；发挥
村 （社区）农家书屋主阵地作用，开展

“千场农家书屋阅读活动”，提升市民群
众的参与度与满意度。

江苏如皋连续开展11年的阅读活动，串联起机关、学校、社区、企业——

最是一城好风景 半缘烟火半缘书
□本报记者 李婧璇 通讯员 马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