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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家族报纸的危险生意

家庭办报的代表

� � � �

特产报主报内部几乎是一
个家庭式的管理模式，被国家新
闻出版广电总局认为是“家庭办
报的代表”。

现年
64

岁的刘真是这张报
纸的绝对核心，她已经在特产报
当了

18

年的总编辑、

19

年的社
长。 在停刊整顿之前，她的女儿
崔铭担任总编辑、副社长，刘真
的丈夫崔世杰则担任经济新闻
部主任。

刘真经历过上山下乡，做过
集体户户长、 大队革委会委员、

大队妇女主任、 公社后备干部，

并一度担任中国经济新闻报社
吉林记者站站长，她被特产报的
诸多下属认为“很强势”、不太能
听进去意见、会跑关系，是“社会
活动家”。

1992

年， 刘真离开中国经
济新闻报社吉林记者站，开始在
吉林筹办特产报。几位较早参与
报社工作的员工回忆，与在筹办
初期， 特产报尚未最终定名，所
使用的也是吉林刊号，经过刘真
的四处活动，最终才获得“中国”

字头，并从吉林迁到了北京。

前述离开的副总称，每年全
国两会，刘真都会积极参加并和
领导合影，之后放大印在报纸和
画册上。特产报创刊

10

周年时，

整个一版通版都是刘真和领导
人的合影。

特产报的内部管理并没有
严格的规章制度，很多职务的任
命都是刘真口头宣布即可。一位
报社老员工告诉中国青年报记
者， 特产报社里有一种说法叫

“一支笔”，即刘真的一支笔决定
一切，刘真的女儿崔铭，就是在
极短的时间内被提拔为了社长
助理。

在特产报的复刊申请书上，

崔铭被描述为，

1999

年
7

月从中
国政法大学毕业后，到农业部主
管的中国农机安全报社工作，

2000

年
9

月，崔铭放弃原工作，

进入了特产报社。

复刊申请书称，崔铭“先后
任编辑、记者、采访部副主任、主
任、社长助理、副总编辑等职务”，是
“原主管主办单位和产业报协会、报
社多年培养的年轻干部”。

但中国青年报记者看到的
崔铭毕业证书，实际上是一张由
北京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
会颁发的法律专科毕业证书，查
询该毕业证书编号，崔铭的毕业
时间应该为

2000

年
12

月。

根据崔铭《领取记者证情况
表》 上的简历， 崔在

2002

年
1

月， 即毕业一年零一个月以后，

就开始担任总编助理一职。如果
按照复刊书的说法，这意味着彼
时

25

岁专科毕业的崔铭， 在毕
业一年后就已经走完了编辑、记
者、采访部副主任、主任的历练。

一位曾不满刘真家族式管
理，后来离开报社的副总说：“崔
铭很早就作为编辑在报社工作
了。 她从中国政法大学毕业后，

就以实习的名义在报社熟悉业
务。后来刘真就要提拔女儿做副
总编， 我当时觉得这样做不合
适，便跟刘真提出建议，说崔铭
应该再锻炼几年，等她水平得到

大家认可时再提拔她，这样做水
到渠成。否则明显违反了干部管
理原则，变成‘家天下’管理，容
易引起大家不满，而且对崔铭的
自身成长也不好。 ”

但根据特产报复刊申请中
的说法，崔铭“从基层干起，培养
考核多年， 政治业务素质较高，

有一定的群众基础”， 所以在
2012

年被任命为总编辑， 任命
是“组织行为”。

复刊申请中，特产报社称刘
真的丈夫崔世杰并未在报社领
取过工资，或有任职，只是在两
会时来帮过忙。 但崔世杰《领取
记者证情况表》 上的简历显示，

他是
2007

年
5

月加入中国特产
报，并以中国特产报经济部主任
的名义于

2010

年取得记者证。

以为知情人士称，刘真经常以
自己家人工资也很低为由抵制加工资，

但财务大权都在刘真手上， 并没有
人能了解报社钱款的去向。

在去年被吊销出版许可证
之后，中国特产报社已经不复存
在，员工们已经各奔东西，危险
的生意也无法继续。而在这家报
社几经变幻的最后一处办公地
点化工大厦里，鼎盛时期的八间
办公室只剩下孤零零的一间了。

“早该倒闭了”，如今已经离
开北京的那位前副总说。

另一位此前的报社中层，则
在交流中更多地流露出了对往
昔报社风光时的怀念之意，“我
们老一辈报人对报社都是有感
情的，其实以前只做特产，也能
活下去呀。 ”（据《中国青年报》）

� � � � 2013

年
12

月
4

日，由于内部管理混乱、多名记者
涉嫌新闻敲诈， 创刊于

1994

年
1

月的《中国特产报》

（以下简称“特产报”）在即将迎来自己
20

周年报庆之
际， 收到了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一纸行政处罚决
定书，被正式吊销了报纸的出版许可证。

停刊整顿时继续敲诈

� � � 2010

年
7

月， 特产报记者
刘会丽、工作人员郭焕璋等人到
宁夏回族自治区永宁县望洪镇
南方村采访新农村建设，称新建
的南方新村的选址在基本农田
保护范围内，随后给该县发去核
实函。

永宁县委宣传部在材料中
表示，当地新农村改造后对原有
的村落进行了集中整合，再进行
复耕后节约出了

390

亩土地，符
合相关规定。

永宁县称，在与刘会丽一行
沟通时，对方提出在特产报刊登
半个版报道就不再予以曝光。而
望洪镇原党委书记请示领导后，

为了不把“问题”扩大化、炒作
化，指派专人进行了“处理”，支
付了

6

万元宣传费，之后在特产
报上刊登了两篇正面宣传报道。

之后， 几乎是用相同的手
段，

2010

年
9

月，刘会丽、郭焕璋
等人到宁夏灵武市采访新区建
设用地问题， 发去核实函后，灵
武市委宣传部拿出了

8

万元的
宣传费换来了一篇宣传报道。

2011

年
8

月，郭焕璋、杨飞
再次来到灵武市，这次是采访全

民创业园用地问题。 同样的手
段，杨飞提出收取

8

万元做一个
彩色专版。 这次的钱，是稿子涉
及的灵武市国土资源局、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支付的。

至此， 事情仍算顺利，但
2012

年的数次采访导致了事发。

2012

年年初，被选中的又是
永宁县。据郭焕璋本人在笔录中
回忆， 他在

2011

年采访了宁夏
永宁县住建局拖欠工程款的问
题：“我基于促进开发商兑现农
民工工资进行的采访。 ”

2012

年
1

月
19

日，这篇名为《他们拿着
工程款在玩什么猫腻》的稿件发
布在东方法制报网站。

就在这次采访之后，

2

月，郭
焕璋又去灵武市崇兴派出所采
访。 灵武市公安局的书面材料
称， 郭焕璋在发来采访核实函
后，表示可以收费

6

万元，给公
安机关刊登正面报道。

7

月，郭焕
璋又采访了青铜峡市草原征地
补偿的问题。在稿件发给相关领
导后，青铜峡市委宣传部赴北京
协调，最终拦下了该稿件。

密集的采访最终引来了“麻
烦”。当年

8

月，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闻出版局将特产报自
2010

年
以来在宁夏涉嫌新闻敲诈的情
况汇总并上报。

2013

年
2

月，特
产报社作出书面回应，称系记者
个人行为， 相关记者已经被解
聘，而记者收取的费用都被报社
广告代理公司获取，报社并不知
情。

2013

年
4

月，国家新闻出版
广电总局决定对该报暂缓年度
核验，由其主管单位某协会对报
社进行停业整顿。 当年

9

月，此
前声称没有收到钱的特产报社，

用报社的账户退还了其中的两
笔宣传费。

同年
8

月
26

日，停刊整顿
4

个月的特产报再次向国家新闻
出版广电总局递交了复刊申请。

然而，就在这份申请书完成之前
的

10

天，

8

月
16

日，该报记者王
铭泽因涉嫌新闻敲诈在陕西省
彬县被逮捕。此前他正在采访彬
县的粮食补助问题，并以此获得
4

万元正面宣传费。

不巧的是，由于给对方开的
发票有问题，当地宣传部查询后发
现这是一家正在整顿的报纸。 这成
为压垮特产报的最后一根稻草。

《中国特产报》记者被指存
在违规问题。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对《中
国特产报》下发行政处罚决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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