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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28日，由中国地市报研
究会、河南省报业协会、中共漯
河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漯河日
报社承办的“新媒体 新机遇 新
挑战”高峰论坛暨百名社长总编
辑 走 进 “ 中 国 食 品 名 城 （漯
河）”主题采风活动隆重举行。

众多业内专家和来自全国各
地近 50 家报社的 100 余名社长、
总编辑共聚一堂，围绕论坛主题
共同研讨、相互切磋、畅所欲
言，为地市报融媒发展出谋划
策、建言献计。专家学者和媒体
大腕们从大数据、云计算、融媒
发展、跨界整合、矩阵联合、多
元发展等方面，进行碰撞、交
流，现场妙语连珠，许多与会者
在论坛结束时仍意犹未尽。

融合发展 不忘初衷

深圳报业集团副总编辑、深
圳晚报总编辑、高级记者丁时照
就传统媒体如何更好地与新媒体
融合发展，以“媒体融合第三条
路”为题发表了演讲。丁时照从
报纸的创意、策划、设计标新立
异，深入地分析了如何与新媒体
融合。他认为无论传播方式如何
改变，始终离不开传媒的初衷，
就是新闻传播的本质，离不开传
播内容的好看、有用和实效。

丁 时 照 以 《深 圳 晚 报》 为
例，既给大家诠释了“深晚‘头
版现象’”，又详述了如何成功开
辟出深晚“第三条路”——牵起
国内移动客户端领导者 ZAKER的
手，强强联合，“借船出海”，从
一开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的深度融合就成为目标。

“我认为，媒体融合包括‘造
船出海’‘竹排出海’‘借船出海
’三种模式，而深圳 ZAKER其实
是‘一减一加’重大制度变革，

‘加’事实上就是整体融合，‘减
’就是裁减原有。”丁时照说，在
新媒体的激烈竞争中，传统媒体
不仅要大胆创新，更要走媒体融
合之路，只要以传统媒体的公信
力、影响力、城市垂直资源聚拢
力，扮演好优势资源连接者、协
作者和引爆者，注重“好看、有
用、实效”这一核心价值，就能
构建出新型主流媒体。

复 旦 大 学 教 授 、 博 士 生 导
师、复旦大学媒介管理研究所所
长朱春阳也认为，在媒介融合背
景下，打造新型主流媒体就得要
求主流媒体重回新闻，抢占新闻
第一现场，积累用户池，实现价
值共享，跻身主渠道，创新激励
制度，提高积极性。

媒介融合 连接受众

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
研部高级经济师郭全中就“传统
媒体转型的三条路径”，详细分析
了传媒业的发展新趋势，并就传
统媒体转型提出了三条路径，最
终达到以智能媒体为核心打造现
代传播能力的目的。

郭全中认为，传统媒体陷入
困境的根源是用户连接失效，截
断了媒体和用户之间的关系，传
统媒体要实现真正的转型，必须
重新建立起用户连接。

“转型有三条路径，一是‘被
包养’，尽可能去争取真金白银、
优惠政策，提高发行价、降低无
效发行量和无效版面；二是‘跨
界、转场’，引进战略投资者，培
育教育、体育、娱乐、旅游等产
业；三是‘互联网+跨界’，利用
政治资源，做好政务信息、大数
据产业、智慧城市三个层次的工
作，重建用户连接。”郭全中说。

朱春阳从1994年~2012年中国
群体性事件数量上的变化分析，
互联网的普及打破了“三闻原
则”这一规则，传统主流媒体被
边缘化。他认为，媒介融合的本
质是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的
融合，媒介融合应该是打通官方
和民间这两个舆论场，谋求两个
舆论场之间更高程度的共识，而
不是利用一个舆论场消灭另一个
舆论场，无论传统媒体还是新型
媒体，都要顺应时代的发展，促
进社会进步。

高峰论坛上，中国报业文化
产业联盟常务副会长、秘书长、
盐阜大众报业集团副总编辑周劲
博士，萧山日报社社长、总编辑
王平，温州日报报业集团副社
长、温州都市报总编辑郭乐天等
媒体大腕，分别从大数据、云计
算、融媒发展、跨界整合、矩阵
联合、多元发展等方面，进行碰
撞、交流，共同探讨新形势下地
市报业发展之路。

到底咋融合 听听大咖说
——“新媒体 新机遇 新挑战”高峰论坛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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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绵秋雨歇，天晴见暖阳。10
月 29日至 30日，来自全国各地的
百名社长总编辑开启了走进“中国
食品名城 （漯河） ”大型采风之
旅，游览开源新景，寻访红色足
迹，感受贾湖文化，瞻仰许慎先
贤，品尝漯河美食……两天的行
程，众人兴致勃勃，意犹未尽，这
些见惯大场面的社长总编辑们也是
连连称赞：“漯河城市这么美，真
不虚此行！”

城市风景美 处处新气象

漯河，地处中原腹地，沙河和
澧河穿城而过，既有北方城市的质
朴之气，又具南方城市的秀丽颜
值。此次前来参加采风活动的社长
总编辑们，来自天南海北，当他们
看到漯河这样的城市特色时，都欣
喜不已。

此次采风之旅从漯河城市的南
部开始，第一站先来到全国明星村
庄——源汇区干河陈乡干河陈村。
在开源集团领导的介绍下，众人了
解了改革开放30多年来村庄巨变以
及集团崛起。

走进村长论坛纪念馆，亲切感
扑面而来。这里陈设着第十四届全
国“村长”论坛与会村庄代表的资
料，其中很多村庄都是这些社长总
编辑们所在的城市。“西江苗寨，
是 我 们 贵 州 新 农 村 建 设 的 代 表
啊 ！”“ 船 民 村 可 是 我 们 萧 山 的
啊！”能在异乡见到家乡的面貌，
众人的情绪瞬间被点燃。

迈进开源集团的神州鸟园，白
天鹅、朱鹮、孔雀……上百种珍禽
异鸟，让众人看得眼花缭乱。

游览完开源景区，众人又乘车
沿着嵩山路欣赏了漯河城市风景，
沙河、澧河两岸风光无限美，社长
总编辑们纷纷透过车窗拍照留念。

食品工业惊呆媒体“大咖”

采风团一路向北，抵达临颍。
在临颍产业集聚区，大家参观了喜
盈盈(漯河)食品工业有限公司。在
公司的产品展示大厅，众人被琳琅
满目的休闲食品惊呆了，迫不及待
地上前品尝，过了一把“舌尖瘾”。

“糙米卷、小面包、果冻、酸
奶……这里的食品真是品种多样，
花样繁多，真是让人羡慕。”包头
日报社社长李孝说。

在南街村的几家食品企业，不
少采风人员都说，他们是北京方便
面的忠实粉丝。“以前都是在网上
购买北京方便面，今天终于见到真
厂了。”说完就大包小包采购起来。

本报讲解员介绍说，在临颍像
这样的大型食品企业还有很多，而
临颍只是漯河食品工业的一个缩
影，“那漯河蛮厉害的，岂不是全
国食品的大超市了？！难以想象
啊！”几名社长说。

10 月 30 日上午，采风团到世
界 500 强企业双汇集团总部参观，
从参观长廊观看生猪屠宰的整个流
程，听讲解员详细介绍双汇集团如
何从一个资不抵债的小型肉联厂发
展成全球最大的猪肉食品加工企
业，大家赞叹不已：“食品工业是
朝阳产业，而且污染小，漯河大力
发展食品工业大有可为。”

漯河文化特色鲜明

在南街村，采风团先后参观了
村史馆、村民居住小区、村办企
业，在东方红广场，大家又在毛主
席像前驻足留影。

“以前都在报纸新闻上看到南
街村，这次实地走访，我们是带着
敬仰之情来的。”萧山日报社全媒
体发布中心副主任郑海龙说。

参观完南街村的红色文化，众
人又乘车赶到小商桥景区，走在天

下第一桥“小商桥”之上，凭栏怀
古，感受千年古桥文化。在景区的
杨再兴纪念园，采风团有聆听了气
吞山河的英雄故事。

10 月 29 日下午，众人又风尘
仆仆赶到舞阳县北舞渡镇贾湖村，
这里有享誉全球的贾湖遗址，它被
确认为20世纪全国100项重大考古
发现之一。看到古老的贾湖遗址初
现动人新姿，来自全国各地的社长
总编辑都给予了高度评价。

在河南省贾湖酒业有限责任公
司，当看到公司将贾湖文化与酒文
化相结合，形成独特的产品特色
时，采风人员纷纷称赞这是一个绝
妙的文化创意。

到漯河，不看许慎会后悔。来
自全国各地的社长总编辑们从10月
27日晚上来到漯河，就打听着去许
慎文化园。10月 30日上午 9时许，
这一愿望终于实现。采风团一行来
到许慎文化园，探寻汉字文化之
旅，感受许慎文化魅力，怀着崇敬
的心情参观了汉字大道、叔重堂、
字圣殿等地。“许慎在中国汉字史
上留下了巨大功绩，漯河大力弘扬
许慎文化和许慎精神，体现了一个
城市的文化品位。”一位社长说。

即兴赋诗赞漯河

从 10月 27日到 10月 30日，百
名社长总编辑不仅在漯河分享媒体
融合发展之道，碰撞思想火花，还
游览漯河城市美景，品读城市文
化，虽然行程匆匆，但收获颇丰。

黔东南日报社社长高俊华临别
之际，根据在漯的所见所闻所思赋
诗一首《漯河吟》以赞盛会，：“盘
古开天话中原，报媒论剑漯河前。
一城春色半城水，二水拖蓝画中
缠。河上街边星辰闪，村长论坛笑
开源。南街村唱东方红，小商桥渡
忠烈船。有道双汇铿锵舞，说文解
字许慎诠。世间都言五千远，贾湖
已写一万年。”

高峰论坛现场。

漯河这么美 真不虚此行
——百名社长总编辑走进“中国食品名城（漯河）”主题采风活动侧记

百名社长百名社长、、总编辑在开源景区采风总编辑在开源景区采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