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虽然与宋圣英同在一栋楼办公，但对他的采访却只能
在11月2日一个周六的下午进行。忙碌，无疑是记者自与
宋圣英相识以来他的常态。在秋日阳光的照射下，他一边
将自己从事新闻工作以来的经历娓娓道来，一边在不住地
思索着未来传统媒体的发展走向。

“1991年，大学还未毕业时，我就来到了商丘日报社通
联部实习。”宋圣英说，“实习期间，感受到商丘日报社良好
的氛围，近距离接触一批专业、敬业的编辑、记者，我意识
到，商丘日报社之所以在社会上有崇高的声誉，就是因为拥
有这些可敬可爱的老师们，他们就是我学习的榜样。”

1992年 10月，宋圣英通过公开招考进入商丘日报社，
成为记者部的一名年轻记者。

“那时候，缺少交通工具。记者外出采访，如果下
县，就是乘坐公交车。”宋圣英笑言曾经遇到的“人在囧
途”——“那次去永城采访一个全国农业现场会，早上在
行署坐车去的。因为采访的时候太忘我了，结果被车给落
下了。自己费了好大劲，一直到晚上才从永城回来……”

后来，宋圣英又到通联部担任版面编辑，一个重要工作
就是举办通讯员培训班。“当时，很多稿件及新闻线索都是
通讯员提供的。”他说，那个时代，每千字二三十元的稿费对
于许多通讯员来说，都是一笔不菲的收入，更是努力工作的
褒奖，“每次去县里举办通讯员培训班，都是人山人海，各个
单位都踊跃报名参加。很多通讯员因为写作的专长而走上
了领导岗位”。

先后在记者部和通联部工作的宋圣英，因为刊发几篇
诗歌散文，后来被调到商丘日报星期刊担任编辑。当时，
除了正常的写稿、排版外，宋圣英还接到一个特殊任务
——每周去开封日报印刷厂送版样，因为当时商丘本地印
刷厂的设备无法满足印刷彩版的需求，“每次去开封出差
的费用总共也就十几元，包括了往返火车票、餐费等所有
费用。为了不超支，尽量省着花”。

2000年下半年，商丘日报社开始着手创建《京九晚
报》，宋圣英参与要闻版编辑工作。2001年1月1日，《京九
晚报》正式创刊，宋圣英担任京九晚报新闻部主任。“新闻部
负责编辑《京九晚报》一版和二版的本地新闻。”他说，当时
学习外地办晚报的经验，上午开编前会，争取下午出版，让
读者能够看到当天的新闻，“万事开头难。《京九晚报》创刊
伊始，发行份数少，影响力不大，加之记者部力量不足、新闻
线索少等，导致稿源不足，甚至出现严重缺稿的情况”。

“晚上休息的时候，一想到第二天开编前会缺乏本地
稿件，就急得睡不着觉。”为了解决“稿荒”的问题，记
者出身的宋圣英在承担编辑工作的同时，还和新闻部的彭
浩、吴涛、李瑾瑜等编辑兼顾着采访任务。“有一年春节
前后，坐着晚报摄影记者傅青的摩托车去梁园区刘口采
访，路上寒风刺骨，那叫一个透心凉。傅青戴着头盔，一
扭头看见我，对我说，人家坐后面都是缩着脖子，你脖子
伸那么长干嘛！”虽然采访的路途艰辛，但一篇生动的

《蒙墙寺的文物们》跃然纸上，还是令
他感觉到了寒冬里的温暖。

创刊时期，《京九晚报》刊登了很多暖心故事，社会
反响不错，但是有一次也险些“翻车”。宋圣英回忆道，
有一次，商丘南站的工作人员给我们记者联系，说一名自
称来自深圳的小女孩在商丘南站与家人失散，希望记者报
道一下，尽快帮她寻找到家人。《京九晚报》记者迅速跟
进报道，又与深圳当地的报社联动寻亲，造成的声势很
大。但是，在连续刊发了几篇报道之后，深圳那边始终没
有找到小女孩的父母。后来，小女孩终于说了实话，原来
她家就住在附近，因为跟家人生气她才赌气出走的。之所
以说家在深圳，是因为小女孩的父母在深圳打工时她确实
在那里住过一段时间，所以说得有鼻子有眼的。了解到真
实情况后，采访此事的记者感到手足无措。“晚上组版前
我一直在想怎么办，晚饭也是茶不思饭不想的，味同嚼
蜡。后来我想，这个‘乌龙’事件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小女
孩，而在于孩子家长的教育方法问题。”于是宋圣英经过
思索，动笔撰写了一篇评论员文章 《孩子，不是你的
错》，引导读者通过这个事件反思怎样做好家庭教育，更
好地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而不要简单地指责孩子。此
后记者如实刊发后续报道。

在京九晚报，宋圣英先后担任新闻部主任、总编室主
任、科教文体部主任、总编辑助理、副总编辑等。2007年
7月，通过全省公开选拔，他成为商丘日报社副总编辑。

“重新回到商丘日报，感觉日报的工作氛围和晚报不
太一样。”宋圣英说，晚报年轻人多，冲劲大，主要做社
会民生新闻。日报主要做时政新闻，讲究权威公正。

“记者永远在路上。每年市里召开大会的时候，比如召
开人大和政协会、党代会、经济工作会议等，我们都要提前
制订报道方案，落实到人。春节、元宵节、中秋节等传统佳
节到来时，人们在开心地游玩，远处默默拍照采访的可能就
是我们的记者。”宋圣英说。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出现以来，
舆论生态和传播方式发生了深刻变革，记者的报道更是全天
候的。作为媒体负责人，工作量之大、责任之重可想而知。

“每年写的方案及报道重点都有上百个。办公室电脑桌面上
的文档过一段时间就要清理。”宋圣英说。

溜走的是时光，带不走的是责任。每一个春夏秋冬，
宋圣英和同事们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策划一个又
一个报道“攻坚战”。汗水洒在路上，黑发渐染霜雪。其
间，在历届党委领导下，在编委会统一部署下，他策划参
与多项全市大型报道活动，收获 30多项省级以上新闻奖
励，获得全省优秀总编辑等多项荣誉。

2021年11月，宋圣英担任商丘日报社党委副书记、总
编辑。在报社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商丘日报整合资源，成
立九大功能中心，构建了功能中心+专业部室（工作室）、
中枢统筹+项目化运作的扁平化管理体制，形成新的传播
格局。商丘日报荣获河南省出版领域最高奖项——2022年
度河南优秀出版奖，被评为2022年河南省一级报纸，开辟
了融媒体报道的新局面。2023年，商丘日报代表河南省地
市级媒体，由省委宣传部向中宣部推荐在中国记协网展示
《媒体社会责任报告》，全省18家地市级党报仅有5家。

30多年的从业经历，回想起来那么远，又那么近。很
多事情起起伏伏，像层层叠叠的群山，即使走近，也很难
看清什么。说起从业 30多年的难忘经历，宋圣英略加思
索，说有这么两件：一是2000年6月，商丘籍军校大学生
李东亮在广州得到当地军民慷慨捐助，引起商丘市委、市
政府的高度重视。宋圣英便到李东亮的家乡柘城老王集采
访，然后奔赴广州采访李东亮。广州、商丘两座城市温暖
着李东亮，也温暖着记者。一篇发自广州的报道《军民
情 鱼水情 家乡情》记录了这段潮涌珠江两岸的难忘经
历，也揭开了“中国好人”李东亮生命中新的一页。自此
以后，宋圣英对于“商丘好人”这个群体特别关注，相继
制作了《商丘好人群英谱》（上下集）等书籍、画册及展
板，对李学生、任长霞、黄伟、李东亮等典型不遗余力地
宣传报道。多年过去了，如今“商丘好人”已经成为一个
群体、一种现象、一种文化，成为商丘的一张闪亮名片。

“还有一次是偶遇商丘老乡韩国瑜。”2018年6月，宋圣
英参加河南纸媒新闻团赴中国台湾考察，偶遇国民党籍高雄
市长候选人韩国瑜，当时他身着马甲正在到处拉票。虽然是
短暂的相逢，但两岸血浓于水的亲情让宋圣英十分感动。回
来后，他在自媒体和几家杂志上刊发《高雄遇见韩国瑜》一
文。此文，既有韩国瑜对家乡的浓厚乡情，又有对当时台湾
政局的分析把握，还不失轻松、诙谐的文风。

终一生，择一事。“我走出校门，就迈入了商丘日报
社的大门。我们这一代报人，经历了报纸最好的时代，也
面临传统媒体转型的时代。现在，带领这个团队走出一条
融媒体发展的路子，义不容辞。”宋圣英说。门槛越低，
竞争越激烈，这是规律。在一个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
是摄影师、人人都是传播者的时代，权威公信的主流媒体
仍然大有可为。“既要守正，也要创新；既要借鉴外地经
验，更要适合自身实际。”宋圣英说。如今，商丘日报社
有着一支热爱新闻、有责任、有担当、有创造性的融媒体
采编团队，这就是我们发展的最大底气所在。我们将在市
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讲好商丘故事，发出时代强
音，去开拓商丘融媒发展的辉煌明天。

商丘日报社党委副书记、总编辑宋圣英：

守正创新守正创新 拥抱未来拥抱未来
本报融媒体记者 鲁 超

2023 年 9
月 ， 宋 圣 英
（中） 在采访
洛阳偃师商城
遗 址 情 况 。
受访者供图

2018年10月，宋圣英（左三）在民权县伯党乡采访村
民收入情况。 受访者供图

2018年6月，宋圣英 （右） 参加河南纸媒新闻团赴中
国台湾考察，遇到商丘老乡、国民党籍高雄市长候选人韩
国瑜。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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