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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岁月有足迹，那一定是一张张泛黄的老报纸。
1993年，《平湖经济报》试刊；1994年8月1日，正式创刊；

1996 年，更名为《平湖报》；1999 年，更名为《嘉兴日报·平湖
版》。在平湖筚路蓝缕的征程中，我们有幸，用一份报纸记录了
平湖三十年来奋勇前行的铿锵脚步和波澜壮阔的动人时刻。

三十而立，岁月如歌；三十而“砺”，我们意气风发！在这
里，我们穿过时光，深情回望，重新感受一张报纸的温度、高度
和色彩。

■■记者记者 李雨婷李雨婷

一纸风华一纸风华 ““新新””有所向有所向

30年，步履铿锵，弦歌不辍；30年，向阳而生，向
远而行。

在做大党报声量的路上，平湖始终坚定且执
着。一路前行一路歌，以一行披荆斩棘辟一片繁花
满地。

2006年前后，网络媒体兴起，传统媒体受到新媒
体平台的冲击。化挑战为机遇，《嘉兴日报·平湖版》
一手抓报网融合，谋划推出平湖网、平湖手机报等互
联网产品；另一方面，聚焦纸媒内容提升，开展系列
报道、活动策划等工作，着力提升党报影响力。细心
的读者会发现，这期间的《嘉兴日报·平湖版》无论是
深度、广度还是力度，都是重量级的。

2006年，专副刊上，“东湖系列”隆重登场，东湖·
人文、东湖·语丝等立足本土化，为文学爱好者开辟
了舞台，平湖风土人情深度挖掘、集中呈现。

2007年，在杭州湾跨海大桥全面贯通前，率先独
家策划了《跨越杭州湾，感受大融合——迎接我们的

“大桥时代”》大型异地采访活动，先后采访了杭州湾
两岸10个县市，行程4000多公里，刊发了总计4万多
字的10篇深度报道。

2008年，围绕纪念改革开放 30周年这一主题，
开设《见证 30年—春天的故事》专栏，用小事件来折
射三十年来的大成就，刊发系列报道30多篇，并在专
副刊推出《改革开放30年民间记忆》等系列专版。

……
系统策划，彰显平湖深厚底蕴；重磅活动，彰显

新闻软实力；深度报道，彰显党报核心竞争力。这样
的路径，《嘉兴日报·平湖版》一以贯之。2017年的

“解密‘2758’平沪边界行”接轨上海大型新闻行动，
2019年的“走读长三角 对标一体化”全媒体新闻行
动，无一不是以新闻记者的视角走出平湖看发展，为
平湖高质量发展取真经、开思路、借经验，展现了新
闻媒体的力量。

“我们始终将报纸的质量作为生命线，紧紧围绕
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和民生热点难点，致力于打造
一批有高度、有温度、有力度、有热度的新闻作品，着
力彰显党媒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市传
媒中心副主任汪锦秀说。

聚焦深度报道，2017年起，推出《深一度》，以整
版报道的形式，并配发评论文章，多维度、深层次解
读党委政府中心工作；2023年起，推出《平视点》栏
目，对值得借鉴引领与深度思考价值的题材进行探
析性报道，提升新闻报道思想力。

聚焦新闻服务，在做好民生新闻服务的基础
上，我们始终坚持新闻为民，已连续九年开展“幸福
的味道——爱心年夜饭”公益行动，连续七年开展

“益起来助学”记者行动，为困难群众、困难学子送
上关爱。

聚焦媒体融合，我们主动而为，创新传播方式，
做好纸媒产品的新媒体转化，拓展纸媒产品宣传渠
道；借助专副刊改版的契机，加强纸媒和新媒体的互
动融合，在“今平湖”客户端开设“成长苑”和“拍友
圈”栏目，为“城市·成长”和“城市·视野”版面扩大

“朋友圈”。
聚焦“强筋壮骨”，我们始终注重加强队伍建设，

致力打造一支政治坚定、业务过硬、作风扎实、与时
俱进的新闻采编队伍。尤其是在媒体深入融合的当
下，我们正向“一专多能”的全媒体记者转型，既能下
笔如有神、妙笔著文章，也能拍美照、剪视频、做小
编，全力在各条赛道中占据一席之地。

一点一滴，一步一脚印，我们始终用实际行动自
觉承担“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
使命任务。

30年，很短，在历史长河中仅一瞬；30年，很长，
我们以一张党报，承载时代变迁，深入城市肌理，写
下金平湖的壮阔故事。

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回望，不止是感怀来
路，更是为了再启新程。未来，还会更长，还有更多
的故事等着我们去讲述，还有更多的辉煌等着我们
去记录，还有更多的路途等着我们去探索。我们将
始终与发展同行，与读者同在，共同书写金平湖更璀
璨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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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不错，大家都很肯定。”“都说办得好，有些部
门还提了改进意见。”“看来这第一仗，我们打赢
了！”……时隔近31年，《平湖经济报》筹备组成员叶春
远仍然清晰地记得，1993年12月20日，那个忐忑不安
又惊喜连连的上午。

当天，《平湖经济报》经浙江省新闻出版局批准（浙
字03—0024号），终于成功试刊，这也成为平湖恢复办
报的起点。刀磨得亮不亮，得拿出来试了才知道。正
是抱着这样的未知，那天一大早，《平湖经济报》的记者
和编辑就分头行动，深入市委、市政府各个部门，听取
办报意见。好在，接二连三到来的好消息提振了大家
办好这张报纸的信心。

文泽深厚的平湖，办报历史悠久。清光绪二十三
年（1897），浙江知名办报人陈惟俭领衔创办了《平湖白
话报》，是平湖报纸之始，也是嘉兴地区第一份报纸。
随后，《平湖日报》《平湖商报》《平湖报》等各类报纸先
后创办，在那些风云变幻、烽火遍地的岁月里，留下了
时代的呼声和历史的脚印。这样的火热氛围，直至上
世纪六十年代，《平湖日报》停刊。

时代的发展需要记录。1991年，平湖撤县建市，
发展形势一片大好；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全市
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经济社会发展迅速……在这样的
历史背景下，精神文明建设尤其重要，恢复市委机关报
成了全市上下共同的愿望。

1993年8月，在报请市委同意后，《平湖经济报》开
始筹备。“报纸是最重要的传播媒介之一，我们创办《平
湖经济报》就是运用其经济功能优势，期望它对平湖的
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起积极作用。”时任市委常委、宣
传部部长姚欣在《创刊词》中这样解读创办这张报纸的

初衷。
创办之初，条件艰苦。原市政府大院西北角一方

面积为 40平方米的小木屋，七八名先后从宣传部、地
方志办公室、教育系统等各条战线调配来组成的采编
队伍，再加上4万元的试办经费，就是全部。

白手起家，经验缺乏，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一切都是
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学一步，但是对每一个环
节，我们都认真以待。”叶春远说，面对自身采编经验有
限，而党报宣传必须确保信息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困难，为
突出报纸经济宣传属性，编辑部与当时的市委办、市府办
及各主要经济部门积极对接联系、精准搜寻题材。

“当时各部门对于报纸的创办都非常重视。”叶春
远说，大家不仅积极提供新闻线索，甚至相关部门的骨
干力量还成了《平湖经济报》的通讯员，试刊号上就有
不少稿件来自他们，让编辑部有种“全民办报”的自豪
感。

万事开头难。由于刚刚起步，试刊阶段版面设计、
照排、印刷等方面缺乏设备、技术、经验等，报纸的编
辑、排版都是到嘉兴日报社学习和开展的。“那时候报
社还没有汽车，我们去嘉兴要么坐公交车，要么瞅准其
他局办去嘉兴办事的机会搭一回车。”叶春远说，版面
排好了，还要再拿着原稿前往嘉兴进行核对、修改，最
多的一天来回了3趟，有时候连饭都来不及吃。

难关难过，但每一关都是积累经验的过程。半年
多的试刊期间，共出试刊6期、增刊3期、特刊1期。每
一期，都深受期待；每一期，都备受好评。1994年8月1
日，停刊整整32年的市委机关报——《平湖经济报》正
式创刊，为四开四版半月报，平湖人亲切地称之为“家
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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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报纸，链接人民群众与党委政府，服务发展，
回应民生。因时而生，因势而变。

“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为本市经济发展和‘两个文
明’建设提供服务，独特风格是围绕经济中心，突出经
济宣传。”时任《平湖经济报》总编辑顾玉如在《总编的
话》中如是表示。正是在这样的办报思路下，《平湖经
济报》及时开展大量的经济、社会建设宣传报道，为金
平湖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舆论支持。不仅在党政机
关，在人民群众中间也广为传阅。

作为党报，《平湖经济报》既立足于党的方针政策
宣传，更始终以开放的姿态拥抱读者。读者的每一份
期待，都是这张报纸前进的动力。而它的每一次跨越，
也都是读者给的底气。

1995年1月起，为提高报纸质量、增强时效性，由每
月2期迅速发展为每月4期，达到了四开四版周报。在
内容方面，更是将“开门办报”的理念贯彻到底，成为了
一张集政治、经济、科教、文化、社会发展等内容于一身
的综合性报纸，当年平均每期发行量达到了7500份。

为更好服务广大人民群众、扩大报道面，1996年2
月，经浙江省新闻出版局批准，正式启用《平湖报》报
名，报头采用郭沫若 1958年题写的“平湖日报”中的

“平湖报”3个字。
这是一次华丽的转身，也是一次全新的尝试。“把

握工作大局，贴近生活实际，体现地方特色”成为《平湖
报》的新亮点，从版面的调整上就可见一斑。当时，一
版为要闻版，突出“要”字，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
展开报道；二版为综合新闻版，突出“广”字；三版为生
活·副刊版，突出可读性；四版为经济广角·专版，针对
经济生活出现的新现象进行述评性报道。

内容“纵横四海”，每版各有千秋，可以说，那时候
的《平湖报》成为了平湖人民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
1996年，平均每期的发行量达到了 9000份。与此同
时，“意犹未尽”“时效性不够”等评价也纷至沓来。为
回应需求，1997年1月1日，《平湖报》从周报增期为周
二报，报纸的时效性和信息量较以往都有了明显提高。

报纸期数的增加，也让采编队伍迎来了巨大的挑
战。如何组建一支精干队伍？报社在 1997年 4月，聘
用首批特约记者，从50多名通讯员中聘用6人为首批
特约记者。在1998年10月，报社首次向社会公开招考
记者、编辑，这也是报社公开招聘采编人员零的突破。

王雪勤就是那时进入报社的采编人员。
“那时候，《平湖报》家喻户晓，进入报社工作是一

件很自豪的事情。”王雪勤说，因此“努力办好一张报”
是所有人心之所向，克服一切困难只为了呈现最及时
最有质量的新闻。

因为只有一辆公车，所以记者出去采访都是“各显
神通”，尤其是远一点的乡镇，或是自己坐公交车去，在
路上耗上两三个小时，也在所不惜；或是与电视台的同
行拼车，大家互相合作；或是“厚着脸皮”，去其他部门
单位“蹭车”。为了保证时效性，白天采访，晚上回办公
室“奋笔疾书”。因为那时只有照排室有电脑，所以大
家都是在方格纸上写稿子，再去请照排室的老师把稿
件打成电子版。后来条件有所改善，在采访和编辑部
门配了一台电脑，大家也是手工写好，“见缝插针”地去
电脑上完成稿件电子转化。

虽然条件有限，但是《平湖报》字里行间却是满满
的含金量。无论是宣传的时效性、针对性，还是可读
性，无一不落；无论是时代发展的脉搏把握，还是人民
群众关心的热点焦点，抑或是平湖人文风情，事无巨
细。就如 1998年，关帝庙商城开业暨’98商品展销
会、’98平湖西瓜灯文化节暨经贸洽谈会等重要系列
报道，不仅起到了服务中心大局的作用，也有力体现了
凝聚人心促发展的舆论引导之力，彰显了党报应有的
担当。

每一次的变革都是服务发展的需要，后来的增期
亦如是。1999年 1月起，《平湖报》又改为《嘉兴日报·
平湖版》；2002年 7月 1日起，改为每周 3期；2006年 1
月起，实现了从每周3期到每周5期的历史性跨越。尤
其是周五报的升级，当时，平湖正处于经济社会快速发
展的时期，周三报的宣传容量已无法满足党委政府宣
传需要和百姓期待，有编辑回忆“记者稿子上不完，通
讯员来稿多，甚至时效性强的稿件来不及上”，日报的
形式便应运而生并延续至今。为了适合读者阅读需
要，2005年10月，《嘉兴日报·平湖版》还推出了晚报风
格的“瘦报”版式。

从周报、周二报再到周三报、周五报，持续加码的
期数背后，是平湖新闻人始终不变的初心和坚守，是平
湖办报实力的印证，更是平湖对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
热情回响。

一纸芳华，点亮年华！

C8 平湖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