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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载风雨路，改变从未停步

2012年，黄友斌接任《嘉定报》总

编辑。此时的媒体环境正在发生翻

天覆地的变化，传统媒体昔日的荣光

渐渐褪去，“纸媒将死”的声音不绝于

耳。在这种大环境下挑起大梁，黄友

斌坚信, 唯有适应、变革和改进，方

可前行。

探索报网融合，是《嘉定报》面对

新媒体浪潮迈出的重要一步。

2012年，嘉定报社承担起“上海

嘉定”门户网站新闻频道及手机嘉定

快讯的编辑任务。2015年，“嘉定报

社”微信公众号开通。同时拥有报

纸、网站、手机报、微信 4 个发布平

台，如何处理报、网之间的关系，成为

黄友斌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从此以后，新闻选题会不再仅仅

围绕报纸策划展开，而是做到报纸、

网络、微信并重。时效性强的稿件优

先在网络平台发布，同一新闻在网络

和报纸上的呈现方式要有所不同。

比如，报纸刊载网络已发新闻，要寻

找到新的切入口或视情配发言论，以

提升立意。

如何无缝衔接新闻内容采集、稿

件编辑、稿件审核、稿件发布等环节，

也是报网融合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

个方面。为此，嘉定报社建立了“中

央厨房”式的采编系统。登录统一平

台，采编人员可在线投稿、审稿、分稿

和发布。

2014年以来，微信的盛行让信息

交互更加风起云涌。在这种形势下，

2015年3月，“嘉定报社”微信公众号

正式上线。“我们就像一叶小舟，进入

了移动互联网的汪洋大海。”黄友斌

说。

刚开始，采编人员主观地认为，

选题不用愁，只需将报纸上的内容搬

到微信上发布。然而，微信阅读量却

上不去。黄友斌意识到，报社的采编

人员在传统媒体待久了，缺少互联网

思维。他相信，“内容为王”的理念始

终不会过时，但如何呈现和传播内容

同样重要。

2015年7月，新一轮改革在报社

内部进行。原来分散于采访、编辑、

网络 3个部门的人员重新整合，在不

减少报纸发行量的前提下，仅保留 4
名报纸编辑人员，另分 2人专职编辑

新闻频道和微信，采访力量由 5人变

成 8人，编辑也有一定的采访任务，

做到了人人是记者。此外，奖励、考

核机制也随之调整，最大程度激发记

者编辑的工作热情。

经过一年探索，稿件质量明显提

高，不少新闻一经微信、新闻频道发

布，引来区内外媒体竞相转载。电视

剧《芈月传》热播时，“嘉定报社”微信

公众号发布的《芈月的初恋男友原来

在嘉定黄渡》，阅读量达到 8万，引发

了读者对黄歇这位历史人物的热

议。“党媒姓党”，面对新媒体娱乐化、

市场化愈演愈烈的现状，“嘉定报社”

微信公众号不随波逐流，始终坚持公

信力、引导力、传播力和影响力。

在黄友斌看来，无论新闻业态发

生怎样的变化，技术手段和传播方式

如何更新，新闻不会消亡，媒体人作

为新闻记录者、历史书写者、价值守

望者的身份不会变。媒体的变革，只

有起点，没有终点。

1996年7月1日，复刊后的第一期《嘉定报》面世。20年过

去了，时任总编辑赵春华仍对首期报纸上的一个错别字无法释

怀。如果你没有在媒体工作的经历，可能无法理解一个办报人

的诚惶诚恐之心——始终对读者负责的那份惶恐。

从黑白到彩印，从周报到增加月末版、民生版，从中文版到

另出英文版，从纸媒到纸媒+网络，《嘉定报》不断改进创新，丰富

自己的面孔，只因我们肩负使命，心怀读者。让读者以各自喜爱

的传播方式接收有用的讯息，是我们始终未变的初衷。

““

艰辛中爬坡，奋进中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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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定报社发展大事记

2002年，《嘉定报》迎来复刊后第

二位总编辑——潘永发。在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大环境下，当时媒体的运

作或经营形式较为多样，嘉定报社尚

不是区财政全额拨款单位，广告营收

仍是重要的经济来源。

“当时广告内容和新闻稿件抢版

面是常有的事，影响了办报质量。”时

任报社副总编辑的朱健说。为此，潘

永发向区委汇报了相关情况。2004
年，嘉定报社完成体制改革——经区

编委批准，取消广告业务，单位性质

由自收自支改为全额拨款。从此，报

社的同志一门心思办报纸，价值坚守

变得更加纯粹。同年，《嘉定报》改征

订为免费赠阅，发行量从原先不到 1
万份增至2.5万份。

2005年,在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

进性教育活动期间，区委主要领导在

党政代表大会上点名表扬了《嘉定

报》，并要求报社做好区委重大决策

的宣传工作。会后，不少街镇党委书

记向区委反应，希望报纸覆盖基层党

支部。不久后，报纸发行量增至 5万

份，随后又增发至 8万份。2007年，

《嘉定报》发行量突破10万份。

潘永发卸任后，朱健担任总编

辑。在她任上，《嘉定报》的月末版、

民生版和英文版先后问世，报纸的广

度和深度大幅提升。

2007年6月25日出版的首期《嘉

定报》月末版为 4开 8版。纸媒的增

多使得新闻资源同源化和新闻报道

同质化日趋普遍，关于嘉定的报道也

时常见诸报端，然而《嘉定报》月末版

的深度报道从多维度解构嘉定的新

闻事件，总能脱颖而出。

2008年7月28日面世的英文版，

同样为 4开 8版，发行量 4万份，其中

区外发行 3万份。英文版的推出，可

以说是汽车城发展的顺势之举。在

安亭的汽车·创新港，名声在外的蔚

来汽车 600多名员工中近半都是外

籍人士。《嘉定报》英文版成为嘉定众

多外籍人士了解嘉定的一个窗口。

“在时任区委宣传部长赵丹妮的

办公室，我们最终决定办英文版。”朱

健回忆道，“那天我赶到赵部长办公

室后，发现上海日报社相关负责人已

经就座。就这样，我们开始和他们洽

谈合作出报的相关事宜。”

洽谈并非一帆风顺。嘉定报社

主张创办一张在全市发行的英文报

纸，《上海日报》方面否定了这个方

案，认为没有这样的合作先例。

“嘉定的文化、服务等信息都将

丰富《上海日报》的版面内容。我希

望《嘉定报》英文版随《上海日报》全

市发行，双方可以先签一年合作协

议，如果稿件质量达不到要求，随时

可以终止合作。”如今回忆起来，朱健

觉得当时话说得有些“狠”。这份坚

持得到了回报。为表彰《嘉定报》英

文版在外宣领域的贡献，上海市政府

向嘉定报社颁发了银鸽奖。

2011年初，《嘉定报》又出版了一

月一刊的民生版，刊登与群众生产生

活密切相关的政策法律法规、生活实

用信息等。《嘉定报》纸媒雁阵的成

形，既从侧面体现了嘉定坚持转型发

展、品质发展和领先发展的要求，也

是这一发展要求的必然成果。

变革只有起点，没有终点

《《嘉定报嘉定报》》实行免费赠阅实行免费赠阅，，发行量突破发行量突破1010万份万份。。

时光回到 1996 年，元旦刚过不

久 ，赵 春 华 就 接 到 一 份“ 新 年 礼

物”——筹备《嘉定报》复刊事宜。彼

时，嘉定刚刚撤县建区不久，改革开放

意气风发，经济社会蓬勃发展，报纸复

刊正当其时。

“我曾经做过秘书和县广播站采

编人员，但如何将资讯通过报纸有效

地传播给受众，对我来说是个不小的

考验。”被任命为《嘉定报》复刊后首任

总编辑的赵春华深感重任在肩。

因为没有办报经验，赵春华等人

一起去宝山、金山等地的区县报调研

取经，了解报纸版面设置、人员配置等

工作。此外，他还去区档案馆翻阅

1958年之前的《嘉定报》，以作借鉴。

“办报最重要的是找到一批有能

力的采编人员，过去是，现在也是。”赵

春华说，在副总编辑和 2位办公室工

作人员到位后，嘉定报社开始在区内

单位遴选优秀人才。“招才令”发出后，

应聘者众多。

经过一番笔试，近半数参考人员

被淘汰，仅留下10余人。随后的复试

中，参考人员被要求沿着清河路自行

寻找新闻素材，当天出稿。最终，朱健

等 5人脱颖而出，他们虽然没有传媒

领域的工作经历，但都好学能干。“报

社是个磨练人的地方，经过多年打磨

后，当初那批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取

得了出色成绩。”赵春华说。

1996年 7月 1日，《嘉定报》正式

复刊发行，时为4开4版。由于缺乏经

验，首期报纸出现了差错。“热烈祝贺

《嘉定报》创刊，热烈的‘烈’印成了

‘列’，放在报头位置，特别显眼。”赵春

华回忆道。此外，按照一般报纸排版

规律，头版头条标题理应放大，以体现

其重要性，而《嘉定报》的标题却很

小。为此，后来即使在人员紧缺的情

况下，报社也尽量安排采编人员参加

各类新闻培训，以此提升工作能力。

除了经验不足之外，让赵春华更

为头痛的是“钱袋子”，“3年拨款 100
万元，此后自负盈亏。”报社除了需要

发展订报用户，还得拉广告养活自己，

由于没有专门的广告部，包括总编辑

在内的所有人员都得上阵。有一次，

赵春华去一家企业拉赞助，结果对方

很不讲情面，一口回绝不说，还冷言冷

语嘲讽嘉定报社。几乎所有采编人员

都有类似经历。

回顾这段历程，赵春华坦言，《嘉

定报》复刊就像一次艰辛的创业，但更

是改革开放时代大潮下的向上攀登。

缺经验，缺资金，缺人才，心酸与泪水

不曾少有；与嘉定火热的改革发展事

业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快乐与欣慰

也总是相伴左右。如今，他总是不忘

叮嘱“嘉报人”：不要忘记起步的艰辛，

在全媒体浪潮中，要学会在艰辛中爬

坡,在奋进中升华。

《嘉定报》是嘉定市民了解本地信息的重要渠道。

1996 年 7 月 1 日，《嘉定报》正式

复刊发行，时为4开4版，由钱其琛题

写报名；

1998 年 1 月 8 日，《嘉定报》实行

彩版印刷；

2001 年 1 月 4 日，《嘉定报》扩版

为4开8版；

2004 年，《嘉定报》实行免费赠

阅；

2004 年，经区编委批准，嘉定报

社单位性质由自收自支改为全额拨

款；

2006年，嘉定报社荣获上海市区

县报“重大影响奖”；

2007年，《嘉定报》发行量突破10

万份；

2007年6月25日，《嘉定报》月末

版面世，为4开8版；

2007年，《新闻聚焦》栏目获上海

市区县报第一届优秀品牌；

2008 年 1 月 7 日，《嘉定报》实现

全彩印刷；

2008年7月28日，《嘉定报》英文

版面世，为4开8版，发行量4万份，其

中区外发行3万份；

2009年，《嘉定报》月末版获上海

市区县报第二届优秀品牌；

2011年1月24日，《嘉定报》民生

版面世，为4开8版；

2011年，《疁城故事》栏目获上海

市区县报第三届优秀品牌；

2012年10月1日，嘉定报社正式

接手运作“上海嘉定”门户网站新闻频

道、手机嘉定快讯等相关业务；

2013年，《生活长廊》栏目获上海

市区县报第四届优秀品牌；

2013年，《嘉定报》英文版获上海

市外宣品第十二届银鸽奖；

2015年3月17日，“嘉定报社”微

信公众号开通。

哪怕狂风暴雨哪怕狂风暴雨，，记者永远在现场记者永远在现场。。记录城市变迁记录城市变迁，，是媒体人不变的使命是媒体人不变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