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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力主流媒体见证老区蝶变
———“全国百家党报社长总编看信阳”采访活动综述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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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5

月
28

日出版的《北京日报》，在
显著版面刊登该报记者李思源专访信阳市
委书记郭瑞民文章《信阳伸出协同发展橄
榄枝》。 作者在文章开篇深情地写道：“北京
往南约

1000

公里，有个被称作“北国江南，

江南北国”的城市———信阳。

1000

公里的距
离听起来够远，但坐上高铁，两地通达仅需
4

个多小时，又很‘近’。这份‘近’，使信阳对
北京的感觉一下子‘亲’了起来。 ”专访最后
意味深长地写道：“数千年来， 曾为楚国别
都的信阳，‘扼两淮而控江汉， 襟荆楚而屏
中原’。 如今，凭借多重独特而诱人的优势，

信阳自信地向北京伸出‘橄榄枝’。 这个美
丽的中国茶都焕发出的勃勃生机和活力，

令人充满期待。 ”该专访发表后，立即在北
京、信阳两地读者中引起强烈共鸣，不少读
者惊奇地说：“首都与老区信阳原来如此之
近！ ”首都读者更为惊叹道：“美丽的信阳如
此多情，抽时间一定去看看！ ”

《信阳轻轻落子山水间》《谷雨时节访
茶乡》《老区新名片》《始终保持当年那么一
股子劲》《老区蝶变红城新貌》《信阳寻求
突围农村养老困局》……两个多月来，一篇
篇饱含激情而又充满理性、 反映信阳改革
发展新貌的新闻报道，刊登在《人民日报》

《经济日报》《农民日报》《解放军报》《科技
日报》《天津日报》《北京日报》《河北日报》

《南方日报》等
100

多家中央级、省级、地市
级党报和

200

多家网站的显著位置。 一时
间， 前所未有的一场全方位主推信阳的新
闻盛宴在参与“全国百家党报社长总编看
信阳”采访活动的各家党报铺展开来，形成
一次全国党报集中宣传老区信阳的强大冲
击波。

翻开厚厚的《“全国百家党报社长总
编看信阳”采访活动作品选》，记者发现，作
品不仅层次高、数量多，而且覆盖广、影响
好。 参与“全国百家党报社长总编看信阳”

采访活动的
103

家媒体共发表各类新闻作
品近

200

篇， 并且都在各家媒体网站同步
刊发，宣传影响力得到数倍放大。 信阳工业
城的负责同志高兴地说：“这次‘全国百家
党报社长总编看信阳’采访活动，对我们的
招商引资工作带来极大的帮助， 通过全国
各级党报这样大力度地宣传信阳， 增强了
外界和客商对信阳招商引资环境的了解，

这是我们招商人员靠口头宣传所无法达到
的效果。 ”

“策划眼界高，组织难度大，持续效果
好。 ”在

7

月
10

日召开的信阳市新闻阅评
会上，阅评员们对“全国百家党报社长总编
看信阳” 采访活动所取得的效果给予了充

分肯定， 对信阳日报社敢于牵头承办此项
大型集中采访活动的勇气和成功做法给予
了高度评价，一致认为“此次大策划必有大
效果，对信阳外宣工作做出了特殊贡献”。

我们不会忘记， 在
3

天的采访中，全
国百余家党报的社长、总编与记者们，走基
层、下企业，深入田间地头，探访百姓商贾，

用发现的眼睛寻找每一个新闻线索， 力求
将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信阳展现给广大读
者。

采访中，社长、总编与记者们对我市积
极探索产业集聚区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农
村改革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 茶产业发展
的新途径和成效给予了重点关注， 并不惜
笔墨和版面突出报道。

原本认为信阳工业基础相对薄弱、资
源禀赋较差， 对报道信阳产业集聚区并无
太高期待的《解放军报》记者杨祖荣，以为
信阳的产业集聚区内不过又是扎堆一些低
附加值加工型企业而已。 然而，当他深入其
中，原有的想象被颠覆。 他在长篇通讯《始
终保持当年那么一股子劲》 中写道：“漫步
园区，不见高耸的工厂烟囱，亦听不到轰鸣
的机器声， 整个园区静悄悄。 听介绍才知
道， 这里是信阳市产业集聚区颇有特色的
一个园区，即电子产业园，聚拢了一批科技
含量较高的企业， 传统意义上的‘信阳制
造’，正在向‘信阳智造’转变……如今，信
阳已有

13

个各具特色的产业集聚区，涵盖
电子信息、现代家居、纺织服装、新型建材、

绿色食品、商贸物流等领域。

2013

年，全市
产业集聚区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780

多亿
元， 规模以上工业主营业务收入

1128

亿
元。 ”老区的发展变化让他欣喜地看到，“一
幅新型工业化的壮丽画卷， 正在大别山下
徐徐展开”。

“

2010

年，深圳获知深圳泛蓝科技有限
公司与信阳签订了投资意向协议书后，强
烈要求泛蓝科技公司回家乡投资。 得知消
息， 时任信阳市市长的郭瑞民当即决定南
下广东亲自游说。 在

3

个月内，郭瑞民
9

次
南下广东，

16

次与客商洽谈对接，

5

次召开
专题协调会……‘九顾’之举感动了公司领
导层，公司最终决定将投资

20

亿元的电视
整机项目落户信阳。 ”这一在信阳广为流传
的招商故事引起了社长、 总编们的浓厚兴
趣和佩服， 在他们的报道中多次引用了这
个故事， 并在报道中赞叹道：“处于国际高
新技术前沿的电子企业纷至沓来、 扎堆信
阳发展， 靠的就是信阳的带头人为了让老
区焕发更靓丽的新颜， 团结带领信阳儿女
依旧保持着革命前辈当年那么一股子劲，

在全面深化改革大潮中，奋力拼搏，勇当先
锋，谱写了一曲慷慨激昂的时代壮歌。 ”

我们看到，为了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

社长、总编和记者们在采访中，尽可能地捕
捉新闻事件的细节，使新闻报道更加生动、

传神。 《经济日报》记者党涤寰在她所写的
新闻特写《谷雨时节访茶乡》中，用清新自
然的写作手法， 再现了信阳毛尖的制作过
程和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 让人读后如沐
春风：“不经意间， 我们走到了山上的茶叶
加工车间。 工人们正忙着炒茶、杀青，空气
里弥漫着清新的香气。 门外茶桌上，灵巧的
女孩儿娴熟地泡好了茶。 我端起玻璃杯，欣
赏着嫩绿的芽尖在水中升腾、飘散，而后慢
慢旋转下沉， 姿态轻盈曼妙， 茶汤鲜亮透
绿，香气袭人。 轻啜一口，一股带着栗香的
甘甜瞬间滋润了舌尖……”

翻阅各家党报寄来的
100

多张样报，

记者发现，报道虽体裁不一，但角度独到、

篇篇精彩。 《人民日报》记者龚金星、任胜利
采写的消息《信阳轻轻落子山水间》，在较
短的篇幅内总结了我市发展绿色产业所做
的努力和成效，并在《人民日报》一版显著
位置刊发；《科技日报》记者武云生写的《老
区新名片》， 用

3000

多字的篇幅从不同角
度对我市发展电子信息产业情况做了详尽
报道；《晋中日报》 记者赵磐则用散文体写
就“映像信阳”一文，深情讴歌了“豫风楚
韵，人杰地灵；山清水秀，生态奇佳；产业发
展，宜居宜商”信阳的美好未来。

参与采访活动的社长、总编与记者们，

绝大多数并非信阳人， 但他们却以满腔的
热情为老区信阳的发展鼓与呼， 让信阳人
为之感动。 新县县委书记杨明忠说：“这些
来自天南地北、 与我们素不相识的记者朋
友对老区的深厚情感， 将激励我们更加勤
奋工作、 真情为民， 把新县建设得更加美
好。 ”

然而，《中国贸易报》 记者毛雯在他发
表的信阳采访后记中写道：“在采风活动
中， 给记者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信阳当地
淳朴的民风。 这座始于殷商的历史古城，一
直用厚重、宽容的胸怀经历着历史的风霜。

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信阳人民， 也一直
在用勤劳的双手在中华文明史上留下自己
灿烂的一笔。不变的是传统，是一件件

3000

多年前精美绝伦的青铜器，是一望无际、饱
含汗水金色的麦田， 是中华民族历久弥新
的文化传承；不变的是创新，是突破传统的
信阳红茶，是手机、电视‘信阳造’的眼前一
亮， 是日新月异的发展带给我们一次又一
次的惊喜。 信阳，值得我们再来！ ”

本报记者赵雪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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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会忘记， 在
3

天的采访中， 全国百余家
党报的社长、 总编与记者
们，走基层、下企业，深入
田间地头，探访百姓商贾，

用发现的眼睛寻找每一个
新闻线索， 力求将一个熟
悉而又陌生的信阳展现给
广大读者。

采访中，社长、总编与
记者们对我市积极探索产
业集聚区建设、 生态环境
保护、 农村改革发展综合
试验区建设、 茶产业发展
的新途径和成效给予了重
点关注， 并不惜笔墨和版
面突出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