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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发着油墨的清香来到广大读者身边，商
丘人民有了一份属于自己的报纸。1989
年 1 月 1 日，《商丘报》 改为 《商丘日
报》。记录时代风云，见证商丘发展，《商
丘日报》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和广大
读者共同走过波澜壮阔的40年。

40年逐浪前行，40年风华正茂。一
代代报人励精图治、薪火相传，承嬗离
合、笔耕不辍。一串串奋斗脚印、一个个
精彩瞬间、一篇篇激扬文字，记录商丘荣
光、见证商丘发展。

栉风沐雨写忠诚，弦歌不辍奏华章。
翻开尘封的页面，聆听铿然的足音，商丘日
报始终与党同心，与时代同行，与商丘的经
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一路风景一路歌。

一
“商丘日报社创建初期可以说是一穷

二白，办公没桌、吃饭没锅、住宿没
窝。”谈起 40年前报社创建初期的困境，
老报人记忆犹新。

创办报纸，首先要确定报头。舒同是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任书协主席，是一位书
法大家，当时想请他题写报头。一班人四
处打听，费了不少周折，终于如愿。

印刷《商丘报》时，因为市区里的印
刷厂要的价钱高，报社决定去虞城县印
刷。无论是酷暑还是寒冬，所有的编辑都
要坐车到虞城印刷厂送样、校对……

一代代报人始终立足商丘大地，上下
奔走、笔耕不辍，谱写了一曲又一曲时代
壮歌。

40年，从租赁商丘地区二轻局招待
所和地区农机公司招待所，到租赁驻军某
部招待所，再到租赁凯旋南路路东 33号
的商丘报印刷厂办公楼，从搬迁至归德南
路 6号自建的办公楼，再到现在神火大道
36号的商丘日报新址，改变的是办公地址、
办公环境、办公条件，不变的是新闻初心。

40年，商丘日报由一张对开小报到
对开大报，由每周两期到每周五期，由黑
白报纸到全彩印刷，现在已由一张报纸成
长为拥有两报一网一端一平台和众多新媒
体矩阵的“商报融树”。“铅与火”到“光
与电”，“报与网”到“数与智”，再到

“云和端”，改变的是新闻呈现形式，不变
的是新闻使命。

40 年，商丘日报用心倾听发展旋
律，用情讲好商丘故事。从设立第一个经
济技术开发区，到商丘各地产业集聚区高
质量发展；从撤地设市，到建设对外开放桥
头堡、枢纽经济新高地；从商丘古城修复、
芒砀山旅游景区打造，到殷商文化探源取
得骄人成绩；从获得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全
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到连续8次获
得“全国双拥模范城”……在商丘发展的关
键时刻，商丘日报都留下了时代的见证。

二
躬逢其盛，与有荣焉。

扎根豫东大地，《商丘日报》
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

众，与时代同频共振、与
人民共情共鸣，以宏

大的叙事和细腻

的笔触，忠实记录着商丘大地经济社会发
展的生动实践与壮阔征程。

扛起媒体责任担当，为改革发展喝彩
鼓劲。商丘的每一个重大事件、重要节
点，我们无一缺席。京九铁路通车，郑徐
高铁通车，每一届中国·商丘国际华商节
举行，民权黄河故道湿地成为河南首个国
际重要湿地……一个个精彩时刻，尽见报
端；豫商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获省委、省
政府批复，柘城县钻石企业陆续上市，商
丘海关成立，商丘保税物流中心运营……
一幅幅发展画卷，揽于一纸。

弘扬社会清风正气，传递“商丘好
人”精神。扎根乡村传科技的郑祥义，荒
滩上义务植树的“老坚决”潘从正，赤心
报国的博士后刘佑全，收养孤儿的全国劳
模王泽林……报纸报道的一个个先进典
型，如同一面面旗帜，飘扬在商丘大地；
温州市舍己救人的李学生，石家庄寒风中
等失主的“贩菜哥”王超华，几十年坚持
水上义务救援的黄伟，一刻不停做公益的
李东亮……报纸持续报道“商丘好人”，
持续擦亮商丘城市名片。

时刻关注民生民计，以媒体力量服务
群众。《商丘日报》 开设 《直通 12345》
栏目、《京九晚报》开设《鲁超帮办》栏
目，解决群众忧心事、烦心事、揪心事；
京九晚报·衣往情深公益活动，倡导

“捐物助人、物旧情深、有限物资、无限
循环”，为贫困家庭、环卫工人、敬老院
孤寡老人、学校的贫困学子送去温暖和
关爱……在服务发展、改善民生中，商丘日
报社始终坚持俯身倾听民意，替群众发声，
密切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三
时代有多壮美，正能量就有多澎湃。
2013年以来，商丘日报连续十二年

立足全局、精心策划，年年推出大型主题
策划重磅系列报道：“美丽商丘咱的家”
大型主题系列摄影报道，“商丘‘聚’
变”大型主题系列文图报道，“聚焦生态
文明·寻访美丽乡村”系列报道，“黄河
故道生态走廊全媒体探访聚焦”系列报
道，“游商丘古都城、读华夏文明史”探
访解析报道，“殷商之源探源 大美商丘寻
美”大型融媒体主题报道……

这些报道，记录、见证商丘各项事业
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
策划报道连续得到省委宣传部《河南新闻
阅评》的高度评价，策划活动年年被评为
商丘市十大文化大事之一。

对新闻有多热爱，文字就有多滚烫。
40年来，商丘日报刊出过的栏目数

不胜数，多个栏目获得河南省新闻奖新闻
名专栏。

1998年，《商丘日报·农村周刊》一
版推出 《村头大喇叭》 栏目，采用口语
化、拉家常的信息组装方式，紧扣农时农
事选信息，农民读起来亲切、听起来顺
耳，一经推出就非常受欢迎。时任市委书
记刘新民亲自题写栏目名，全市上千个村
转播《村头大喇叭》内容。

领导带头，编辑、记者纷纷推出个人
专栏。《看图说话》《吴涛说事》《胡辣
汤》《郑剑出鞘》《直通 12345》……一个
个栏目，有的选题、策划、形式方面寻求

新突破，有的在杂音噪声面前勇于亮剑发
声、正本清源，有的用情用心解决群众的
烦心事、揪心事，为报社发展带来新的活
力与锐气，成为《商丘日报》一张张闪光

的名片。

四
读者在哪里，受众在哪里，宣传报道

的触角就要伸向哪里，宣传思想工作的着
力点和落脚点就要放在哪里。

进入融媒时代，商丘日报应势而动、
顺势而为、乘势而上，深入实施“政治引
领、创新驱动、项目带动、换道领跑、融
合制胜”发展战略，持续推进“全体集
合、功能整合、优化组合、广泛联合、高
度聚合、深度融合”发展策略，媒体融合
大踏步向前。

2022年 3月 1日，运维部设在商丘日
报社的“学习强国”商丘学习平台上线；
当年11月，商丘6县1市“学习强国”县
级融媒号全部上线。该平台每天发布文、
图、视频稿件，成为具有强大传播力、引
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的新型传播平台和
新型主流媒体。

2022年 11月 8日，第 23个中国记者
节，商丘日报社打造的新时代党端《今日
商丘》客户端上线。客户端按照“新闻+
政务+服务+商务”运营模式，致力打造
集主流舆论阵地、综合服务平台、优质资
讯枢纽为一体的综合信息载体，上线一年
下载量突破100万。

2023年，商丘日报、京九晚报电子
版创新升级，两报云阅读版上线并平稳运
行，技术赋能，提升了党报的传播力，商
丘日报社全媒体传播格局得到巩固提升。

报社整合日报、晚报、网站、微博、
微信、客户端等媒介，构建全新融媒体发
展格局；建立全媒体指挥体系，实现了新
闻宣传全媒体策划、全媒体联动、全媒体传
播；重构全媒体策采编发流程，依托融媒体
采编一体化系统平台，实现新闻“一次采
集、多元生成、多端发布、全面覆盖”。

40年，商丘日报已由一张报纸成长
为拥有两报 （商丘日报、京九晚报）、两
云 （商丘日报、京九晚报云阅读版）、一
网 （商丘网）、一端 （今日商丘客户端）、
一平台（“学习强国”商丘学习平台）和
新媒体矩阵的“商报融树”。

逐浪前行，从“报纸”到“报业”，
从“跃然纸上”到“移动指尖”，商丘日
报的传播平台越筑越广、越变越大。

40年，正青春；40年，再出发。
在媒体融合的大潮中，商丘日报将秉

承“强转型 勇超越”的理念，从“相
融”迈向“深融”，以改革为舵、创新为
桨，跨越“深水区”，奔向“新蓝海”。

我们将抢抓全省融媒体中心建设的机
遇，加快融入市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构建市
县一体化传播体系，欣欣向“融”，共创

“媒”好，不断做大做强新型主流媒体。
从一粒种子，到一棵大树，40岁的

商丘日报，如今仍茁壮成长。报业躯干上
长出的嫩芽还在一点点增多，融合的年轮
还在一圈圈扩大。我们坚信，这棵大树，
终将繁花似锦、硕果累累。

亲爱的读者，让我们携手同行！

——写在商丘日报创刊40周年之际
商丘日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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