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在
这40年里，您如果有参与、创
造、见证、受益于改革开放的难
忘经历和个人感受，欢迎与我们
联系讲述您亲身经历、亲耳所闻
的故事。联系方式：扫描下方二
维码，通过漯河晚报微信公众号
和沙澧河手机客户端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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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齐 放 实习生 李博昊

孙耀富，1953年出生，1977年漯河师范毕业，
1982年从事新闻工作，漯河日报社原副总编辑。他
从新闻通讯员成长为高级编辑，见证了漯河日报从
传统单一纸媒到今天集报、网、端为一体的全媒体
传播格局，见证了漯河改革开放40年地市级媒体的
进步与发展。

上世纪80年代
信息闭塞 报纸是了解世界的桥梁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

孙耀富：老新闻人眼中的媒体变迁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
漯河经济快速发展。为适应时
代的变化和人们对报纸的阅读
需求，在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
民的支持下，1990年，漯河报
社办公楼建成并投用，决定筹
备建设印刷厂，一上马就是胶
印制版、激光照排，领先全省
大部分地市。

1992年，乘着邓小平南行
改革开放的东风，河南省委把
漯河设立为内陆特区。为宣传
内陆特区，提高漯河知名度，
市委决定把 《漯河报》 更名为

《漯河内陆特区报》，并由小报
改版为每周三期对开大报。

孙耀富说，在内陆特区这
一金字招牌的招引下，漯河在
全国的知名度大大提升，经济
得到快速发展，这一时期报社
也进入发展黄金期。《漯河内陆
特区报》 紧紧围绕党中央、省

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的重大
决策部署和工作中心，积极开
展新闻宣传，及时总结经济建
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经验，推
出双汇集团、南街村集团等一
批全国叫响的先进集体和万
隆、王宏斌等个人典型。漯河
成为全国经济改革试点市，漯
河经验在全国叫响。

在孙耀富看来，20世纪 90
年代漯河的经济增幅在全省地
市名列前茅，成为周边地市学
习的榜样，受到上级领导的表
扬。这个时期，报社也得到了
发展壮大，人员从当初的十来
个人发展到六十多人，有了自
己的印刷厂，广告经营收入也
大幅增长，步入了发展的春
天。报纸也顺应时代潮流和社
会需求，先后推出了 《教育周
刊》《市场周刊》《法制周刊》
和《文艺周刊》。

1994年，孙耀富走上领导
岗位，成为报社的一名副总编
辑。“20世纪 90年代初网络兴
起，顺应信息时代的发展，报
社也用上了互联网。1998 年，
在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报社
一次性为编辑记者配备了 60多
台电脑，实现了全自动的无纸
化办公，这在当时来说很了不
起。”孙耀富回忆说。

孙耀富说，那时互联网虽
然兴起，但大多用于办公。人
们获取信息的渠道虽然增加
了，但阅读报纸的习惯还没有
改变。为了服务读者，报纸版
面由4个版面逐步扩为8版、16
版、24版，报纸内容越来越丰
富，吸引了不同阶层不同年龄
的读者，报纸发行量不断攀
升。可以说，20世纪90年代那
段时间，是纸媒前无古人、后
无来者的发展黄金期。

1973 年，孙耀富高中毕
业后回到家乡舞阳县侯集乡王
小贵村，半年后当上民办教
师。1975 年经县乡村层层推
荐，成为漯河师范学校一名工
农兵学员。1977 年毕业后，
他按照当时招生政策，返回家
乡 继 续 当 民 办 教 师 。 1978
年，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的召开，中国吹响了改革开放
的号角。当年，河南省为解决
教师队伍青黄不接问题，招收
一万名教师补充教师队伍，孙
耀富伴着改革开放的福音，成
为一名国家教师，分配到舞阳
县太尉高中任教。

1982年 12月 31日，酷爱
写作的孙耀富被调到了舞阳县
广播站当编辑，从此与新闻结
缘。“那时候，我对新闻产生
了极大兴趣，可以说达到了痴
迷的状态，也可以说是我一生
中激情燃烧的岁月。白天在全
县范围内找新闻，晚上笔耕至
深夜，工作之余还踊跃为党报
投稿。三个月后，《人民日
报》在2版突出位置发表了我
采写的 《拐子王乡敢于碰硬
退回非法占地》的新闻，并配
发了短评。河南电视台、河南
人民广播电台予以转发，这在
当时的舞阳县乃至许昌地区引
起了轰动。随后我有多篇新
闻、通讯被《人民日报》《中
国青年报》《河南日报》等新
闻媒体采用，我自然成为领导
表 扬 、 社 会 关 注 的 新 闻 人
物。”孙耀富回忆说。

1984 年，孙耀富被调到
舞阳县委任宣传部通讯组组
长。其间，他采写的多篇文章
在 《人民日报》《河南日报》
等报刊上发表，当年被评为许
昌地区优秀通讯员，留下了他
步入新闻工作的第一精彩华
章。

1986 年漯河升格为地级
市，市委机关报《漯河报》应
运而生。孙耀富被调到漯河报
社工作，成为漯河日报创办者
之一。

“1986 年 7 月 1 日创刊的
漯河报是对开小报，每期四
版 ， 大 小 像 现 在 的 《漯 河
日报·晚报版》。一周才出一
期报纸，四个版面。第二年，
报纸扩版为一周两期，然后是
每周三期。”孙耀富笑着对记
者说，当时任务虽然不重，但
大家都不轻松，因为大家对办
报都没有经验，采访、编辑、
校对身兼多职。

在谈起当年《漯河报》创
刊的情形时，孙耀富感慨地
说：“当时别说漯河，连许昌
都没有承接印刷报纸的工厂，
报纸要到郑州排版印刷。每期
的稿件定稿后，我们在画版纸
上画好版面，精确到每一个
字，然后带着画好的版面在郑
州安营扎寨。从排版到印刷用
三四天甚至一周时间，因为是
铅字排版，捡字工人看着手写
的稿件，一个一个地捡字，把
捡好的字交给下一道工序，技
术工人把捡好的一篇篇文章按
照画好的版面排版，文字、标
题、引题、刊头、尾花，一一
对了位，再用线绳捆牢。用滚
子蘸了油墨抹在排好的铅字版
面上，放上大小相应的样纸拓
样。拓好的样纸交给校对人员
校对，一般要校三次才能过
关，每更换一个字都要拔出修
改的铅字，再按照改动的一个
个填上，尽管我们都小心翼翼
地，但油墨总是粘在手和衣服
上，编校人员个个成了花脸包
公。那时出一张报纸，真是活
字印刷术的现场表演，太难
了。”孙耀富说。

尽管条件艰苦，但漯河报
社办报人的思维不落后，办报
的理念、水平和质量一直在全
省地市中名列前茅。

“20世纪80年代人们获取
信息的渠道比较闭塞，普通家
庭连电视都很少，基本上是靠
报纸和广播了解国内外大事和
党的方针政策。当时的《人民
日报》 只有 6个版面，《河南
日报》只有4个版面，刊登内
容十分有限。市直部门开会学
习中央文件，基本都是拿着报
纸宣读。各级党报扮演着党和
政府喉舌的角色，在传递信息
和丰富人们精神生活方面，起
到 了 真 正 的 桥 梁 和 纽 带 作
用。”孙耀富说。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
和成熟，为了更好地服务漯河
经济和社会发展，2005年，《漯
河内陆特区报》 正式更名为

《漯河日报》，报社步入了稳定
发展期。

2007 年，新闻大厦落成，
漯河日报社自动化办公程度进
一步提高，日报、晚报、名城
网三驾马车并驾齐驱，成为漯
河宣传领域的领头羊和主力
军。报社利用媒介覆盖面广的
优势，传播科学知识、生活信
息和先进文化，加强对社会热
点、难点问题的正确引导，为
政府分忧，帮群众解难，为全
市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社
会稳定营造了良好的舆论环
境，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近年来，新兴媒体突飞猛
进，这是时代的进步，大众的
需求。传统媒体受到了前所未
有的机遇和挑战，也顺应时代
潮流开始了转型和突破。漯河
日报社在改革中寻找突破口，
在新媒体百花齐放中找准自己

的定位，在改革中艰难前行，
终于走出了困境，步入了发展
新时代。近年来，漯河日报社
积极推进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
的融合发展，突破单一纸媒，
形成了集纸媒、移媒、网媒于
一体的全媒体传播格局。

对 此 ， 老 报 人 孙 耀 富 认
为，传统媒体一定要紧跟时代
发展步伐，把握时代脉搏。新
闻人尤其是党报人，要勇于站
在改革开放大潮浪头，眼观六
路，耳闻八方，充分利用现代
信息技术加强信息传播，传递
党和政府声音，传播先进文
化，传播社会正能量，为受众

提供高质量的正面信息。这份
责任和担当，是党和政府赋予
新闻人独有的光荣职责和重
任，是任何社会团体和个人公
众号自媒体都无法取代的。

在 结 束 采 访 时 ， 孙 耀 富
说：“我虽然已退休，但仍关注
着报社的发展，看 《漯河日
报》《漯河日报·晚报版》和漯
河名城网，了解漯河大事和民
生已成为习惯。希望漯河日
报社乘着改革开放 40周年的东
风，在新闻改革和新闻创新方
面另辟蹊径，使报纸和新媒体
高度融合，为漯河经济发展和
社会稳定做出新的贡献。”

上世纪90年代 服务读者 报纸内容愈加丰富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

21世纪以来 深化媒体融合 打造全媒体传播格局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

报社创立之初报社创立之初，，编辑记者自己动手平整院内地面编辑记者自己动手平整院内地面，，砌起砌起
围墙围墙。。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报社新的办公大楼报社新的办公大楼。。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