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年
5

月
13

日星期五责编：郑虹创意：陈艳质检：李倩

A

4

-

A

5

弥补短板更好地发挥纸媒优势
———访中国晚报工作者协会秘书长王炳云

“虽然这是第一次来信阳，但是早已经品尝过信阳毛
尖了。 ”中国晚报工作者协会秘书长王炳云接受记者采访
时说，自己对信阳很有兴趣，对信阳毛尖、豫南明珠南湾
湖、避暑胜地鸡公山早就神往已久，这次可以具体感受到信
阳的风土人情和厚重的历史文化， 所以对接下来的看信阳
活动十分期待，也希望通过这次以“深入革命老区讴歌信
阳新貌” 的走转改采访活动， 对信阳有一个更加全面的认
识。 这次全国晚报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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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家的编辑记者齐聚信阳，对宣传
信阳也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可以通过其他兄弟晚报的
版面把信阳的发展、信阳的变化、信阳的潜力传递到全国各
地的读者面前，从而搭起信阳与各地共同发展的平台。

王炳云说，目前，许多传统媒体正在探索新老媒体融
合之路，以便弥补自身“短板”，更好地发挥自身优势，进
而开创出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面对新媒体的冲击，纸媒面
临的生存环境越发困窘，媒体竞争越激烈的时候，强者更
强，弱者更弱，一方面要坚持把报纸办好，让受众更加接
受；另一方面要拓展其他业务，应该实行立体化、多元化
经营，加强与新媒体合作，充分利用现有的新媒体资源为
报纸服务，在报纸这个主业之外，向其它领域发展，而不
是单纯地靠卖报纸，依靠广告收入。

交流经验助力美丽乡村发展
———访《玉林晚报》副总编覃春荣

“信阳比想象中美太多！虽然是第一次来信阳，但感觉
十分亲切。 ”昨晚，前来参加“全国晚报社长总编信阳行”活

动的《玉林晚报》副总编覃春荣欣喜地说道，“信阳新区规
划好，道路宽阔，高楼林立，绿树成荫，非常大气。 ”

覃春荣告诉记者，来之前他特意查阅资料，了解到信阳
历史文化悠久，旅游资源丰富，信阳毛尖更是位列“中国十
大名茶”之一。 “这次活动将给我们全国晚报兄弟媒体提供
一个了解信阳、触摸信阳的最好机会，我很期待未来两天
的行程。 ”覃春荣说。

“信阳和玉林的共同点很多，比如两地在美丽乡村建设
方面都各有特色和成绩。 ”覃春荣说，玉林是农业大市，农村
人口居多，在美丽乡村建设方面起步较早，目前已打造了现
代农业形式“五彩田园”，引进生态项目，主打生态农业牌。

“信阳的美丽乡村发展也是有典型有特色， 美丽乡村
郝堂村我们早有耳闻，注重低碳生态，发展休闲观光农业
是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方式之一。 ”覃春荣说，“在助力美
丽乡村发展上，媒体也要承担起责任，宣传好引导好，让美
丽乡村建设扎根人们心中。 ”覃春荣告诉记者，此次活动，

他们将深入郝堂村，实地探访信阳的美丽乡村建设，交流
经验，共同发展。

将信阳扶贫模式介绍给读者
———访《新民晚报》首席记者姜燕

“这里古为申国，上海也是申城，很有缘呢。 ”作为《新民晚报》

首席记者，姜燕去过全国不少地方，但在信阳，她很快就找到了两
个城市的缘分点，多出几份亲切感。

虽然是第一次来到宜居信阳，姜燕告诉记者，这里给人的感
觉很好。 “从东站一出来，我就感受到一种乐趣，这是其他城市所
没有的，希望信阳能一直保留下去。 夜晚沿着河从关桥走到申
桥，夜景的确很美。 ”姜燕说。

作为一名记者，姜燕俨然也是带着问题而来的。 “不知道信阳
周边有没有精准扶贫的点可以推荐，我想去看看。 ”昨日刚一见
面，姜燕就不忘本职工作，迫不及待向记者抛出问题，除了闻名全
国的信阳毛尖之外，信阳如何进行精准扶贫成了她此次之行最感
兴趣的问题之一。

姜燕曾去过云南、贵州等地的多个贫困地区，关于精准扶贫，

她也写过许多稿件，借“全国晚报社长总编信阳行”活动，她想将
另外一种扶贫模式介绍给《新民晚报》的读者。 “云南、贵州本身存
在着某些地理发展劣势，作为中原地区，信阳这方面的优势比他
们大， 我想知道信阳精准扶贫的点在哪里， 正采取什么样的举
措。 ”姜燕告诉记者，她本身对农村问题比较关注，希望两天的信
阳之行能找到答案，回去后，能用一个整版将信阳经验传播出去。

本报记者王洋本报记者黄慧

想群众之所想写群众之所谈
———访《今晚报》副刊部副主任周东江

“互联网时代，很多新闻都在网上，读者用手机上网就能快速浏览当天的
新闻， 而副刊却因为能打动读者的心灵和向社会亮明观点的评论而备受读者
青睐。 ”周东江说，“优秀的副刊能让报纸享誉读者，成为报纸在媒体市场竞争
激烈中胜出的‘杀手锏’。 ”

昨日，前来参加“全国晚报社长总编信阳行”活动的《今晚报》副刊部副
主任周东江，就副刊如何接地气以及副刊如何走进读者，接受了本报记者的
专访。

对于什么样的副刊能打动读者，周东江认为有这样几点。 “副刊的文章要
有趣，要让读者喜闻乐见，要有血有肉；要略高于一般读者的知识性或者思
考性，对读者要有引导和提升作用；要充满温情，让读者读起来很温馨，但是
又要充满对社会的关注和情怀；要有义，有责任，一种媒体对社会的责任。 ”周
东江说。

“最后，副刊要想接地气，就要有烟火气，做一个老百姓喜欢看的副刊，老
百姓需要什么，关心什么，副刊就可以做关于哪方面的东西。 ”周东江说，副刊其
实就是个大杂烩，打开之后，每个人都能选到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副刊也可以刊
登一些跟时下热点有关的批评类、思辨类的文章，引发读者更深一步地思考。

对于副刊编辑如何“接地气”，周东江这样告诉记者：“编辑要接地气，不仅
要能编能写，更要感受生活，想群众之所想，写群众之所谈。 ”

首席记者韩蕾

发挥新兴媒体优势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访《扬子晚报》编委成员杜雪艳

“一路走来，我只想用‘惊喜’这个词来形容此时此刻的心
情。”第一次来信阳的杜雪艳满怀激动，“真的没想到，信阳这座小
城是如此的干净整洁，舒适宜人。 ”

“另外，我通过扫描你们的微信二维码了解到，信阳还是一座
茶城，信阳毛尖是这座城市的一张名片，为信阳的经济发展带来
可观的收益，这也少不了你们媒体宣传的功劳。”作为新媒体行业
的领军者，打开话匣子的杜雪艳滔滔不绝。

“媒体宣传是让外界认知本地的最有效的途径， 对推动地方
经济发展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杜雪艳说，新闻媒体传递的是权威
的声音，用当前的媒体工具为地区经济服务，有利于地方企业和
产品品牌形象传播，提高市场竞争力。

“媒体本身也是一个产业，它本身内涵和外延覆盖多个行业，

在现代经济中占有极重的比例，所以做好做强地方媒体，自然可
以实现地方产业的经济增长。”杜雪艳介绍说，作为《扬子晚报》这
样的老牌强势媒体，从文字、图片到视频、音频再到扬子晚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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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从微信、微博到微电影等各种媒体产品，经过转型，

为当地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本报记者陈明娟

发挥优势拥抱未来
———访《深圳晚报》城区新闻中心副主任马琳洁

在《深圳晚报》城区新闻中心副主任马琳洁的眼中，每一张精
心制作，墨香满溢的报纸都是“轻奢品”。

马琳洁说：“相对网络上海量但是往往比较粗糙的信息而言，

报纸在有限版面上提供的报道是经过筛选和深加工的，这些精选出
的内容在任何时候都为读者所喜闻乐见。 ”

“虽然如此，但面对如今新媒体的快速崛起，我们不能与趋势
为敌。 ”马琳洁说，作为处在前沿地带的媒体人，在坚守传统媒体
“内容为王”的同时，对新媒体也有着十分清晰的认知。

“内容为王，再加上科技的翅膀，才能实现该报业的新发展。 ”马
琳洁认为，每一个媒体人都应该发挥出当前固有的优势，以合作开放
的心态，拥抱未来，这样才能带领传统媒体走向新的春天。

新媒体时代，报业发展何去何从？ 马琳洁说：“以前我们是不
紧不慢地向前走，而现在我们要跟着市场一起跑。 现在人们置身
于信息传播渠道多样化的传播环境中，我们应该鼓励各种传媒都
充分发挥好各自的功能，从舆论宣传上、信息服务上、文化娱乐
上，对社会的构建提供信息支持。 利用我们的品牌优势，整合资
源，提供产品和服务，用最低成本验证市场，并在可营利的领域生
根发展。 ”

首席记者李亚云

本报记者吴楠

宜居环境是宝贵财富
———访《洛阳晚报》执行副总编兼采访中心主任张亚武

“宜居的环境是信阳的宝贵财富。 ”《洛阳晚报》执
行副总编兼采访中心主任张亚武这样说到。

信阳这座城市对张亚武来说比较陌生， 但也比较
熟悉。陌生，是因为没在这里生活，熟悉，是因为身边有
几位信阳籍同事。在跟他们一起交流的时候，这几位同
事都会说及家乡的美丽。 “他们说，信阳的环境好，空气
好，水好，茶壶都没水垢。 ”宾馆里的茶壶里，真的就没
有水垢，这对于新闻工作者讲究实事求是来说，是一个
很好的证明。“我们是连续七届的中国十佳宜居城市。”

记者也不忘介绍信阳。

听说过信阳的美， 也见识过在朋友圈里所发的信
阳美景图片，见识了很多信阳菜馆的红火，跑了十年
旅游新闻的张亚武认为， 信阳在旅游方面有后发优
势。他认为，旅游是一个综合性的行业，并不局限于游
景点。 山、水、植被、饮食、茶叶，信阳具备旅游的很多
优质因素，可以围绕茶、环境等做文章，放大这些优势
发展旅游。

本报记者杨长喜

为大别山革命老区发展凝心聚力
———访《鄂东晚报》总编辑刘彦友

“信阳和黄冈同属大别山革命老区，两地相距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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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在传承红色文化和倡导绿色发展上，我们理念
相同，目标相同。 ”昨日，《鄂东晚报》总编辑刘彦友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站位区域合作的大背景下，着眼大别山
革命老区振兴发展规划，顺应媒体融合的新趋势，我们更
应该不负大别山革命老区的滋养，共谋发展、共赢未来。

刘彦友说，信阳和黄冈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许多层面
有相似点，尤其是在优势资源、发展政策和面临的机遇上都
有相通之处，“信阳的新县和黄冈的红安县都走出了许多革
命先辈。 助力大别山革命老区振兴发展，需要媒体形成区
域联盟，共同推广，让更多的人了解老区、支持老区。 ”

虽然是第一次来信阳，但是刘彦友直言对“信阳毛
尖”早已非常熟悉。 “信阳毛尖名气大，在我们本地也非
常有市场，我们映山也产茶，但是相比较而言，信阳在打
造信阳毛尖品牌上的做法很值得学习。 ”

刘彦友表示，助力大别山革命老区精准扶贫，媒体
要合力推广红色旅游，同时，为老区的农产品推广搭建
电商平台，加强各地的项目沟通。

本报记者刘方

更好地发挥纸媒优势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部分社长总编名记者名编辑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