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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志武  荆州日报传媒集团
              党委书记、社长
观点：

荆报集团“三步走一到位”战略

就是从资源要素优化配置上完成了

融合布局。“三步走一到位”是推

进采编、经营、综合管理深度融合

和保障到位。是以资源优化配置为

导向，推进组织机构全面重组和流

程全面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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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正勇  金鹰报刊社社长、
              总编辑
观点：

在谋求转型的广电报系，社区媒体

成为整合转型的选择之一。脱胎于《湖

南广播电视报》的《金鹰报》，从2015

年4月划转到湖南日报报业集团主管主

办之后，转型社区报，以“幸福社区，

快乐生活”为办报主旨（定位），在全

省市州建立读者服务实体（读者俱乐

部），在内容、渠道、互动等方面，构

筑共建共享的合作平台、线上线下的融

合格局、个性定制的综合服务。

 P31

张宝富  廊坊日报社党委书
              记、社长
观点：

廊坊日报社全力推进“媒体融合发
展、经营转型升级”实践，经过四年不
懈努力，建成了“3报1刊1网1端19微1屏
1栏1台”8大类28个媒体发布终端，进一
步拓展了意识形态主阵地，进一步壮大
了主流舆论，进一步提升了话语权，经
营创收实现逆势上扬，2014年至2017年
实现年增速均在30%以上，实现连续四
年逆势上扬，特别是2017年经营收入继
续以30%以上的速度增长，总体收入首
次突破了亿元大关，达到1.1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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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融合必须坚持先进技术
为支撑
——以郑州报业集团为例

2016年以来，郑州报业集团顺应

传媒生态变化，紧跟传媒技术迭代，

以郑报融媒“中央厨房·新闻超市”

为平台和技术支撑，推进包括全介

质、全人员、全流程的深度融合，构

建了融媒编委会总管、采编发部门主

战、多渠道传播、大平台支撑、大数

据考核的现代媒体传播架构和运营考

核体系，提升了省会党报集团的传播

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

 P21

激活报人精气神  释放党报新
动能
——地方党报“逆境求生”的长春
实践

地方党报的“陷阱”主要体现为在
发展路径选择上，按既有模式，“往后
走”回不去，“往前走”行不通，“原
地等”同样没有生路。一是家丑“亮出
来”：争取上级和各个层面的广泛支
持、理解同情。二是旧账“挂起来”：
对历史负债进行区别对待实现轻装前
进。三是方向“明起来”：明晰发展规
划和美好愿景着力激发员工的精气神。
四是管理“严起来”：严肃工作纪律和
人事纪律形成优良作风。

 P17

善借力助发展  换思路求突破
——以泉州晚报社为例

作为中共泉州市委机关报，《泉

州晚报》经过33年的发展，从当初的4

开4版小报，发展到现在拥有“4报1网1

刊1客户端”7个媒体和10家经营实体、

综合实力位居全国地市报前列的地市

报社。近年来，面对报业下滑趋势，

泉州晚报社在经营思路、方式上寻求

突破，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多元化经营

模式，经营创新取得突出成效，2017年

实现净利润同比上升19.2%，多元经营

收入占到报社收入30%。

 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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