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举办编读座谈会，邀请多位作家共话全媒体时代晨报创新与发展

共谋办报“金点子” 打造晨报“金招牌”
□本报记者 王渊博 吴秋水 文/图

1 月 26 日， 本报在明伦
集团花漾美郡康养中心举办
编读座谈会。 与会作家围绕
全媒体时代晨报创新与发
展，发表真知灼见，建良言献
良策， 为晨报高质量发展进
一步明确定位、指明方向、提
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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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谈会现场

以“文”为本
打响品牌

《梅溪副刊》 是本报的老品
牌，历年来，它服务本地读者，面
向本土作家，一直坚持推荐精品
与扶持新人相结合的原则，为作
家、文学爱好者搭建了展示交流
的平台。从副刊版面中“走”出了
众多颇有文学建树的作家。

作为本报的一个特色版
面，《晨语》版始终坚持“针砭时
弊、激浊扬清”的定位，以新闻
视角， 直面社会热点， 理性评
论、正确引导，赢得社会各界广
泛好评，成为读者一致认可的品
牌专版。

南都晨报社总编辑徐道胜
在致辞中表示，从《声屏周报》
到《南阳广播电视报》再到《南
都晨报》，很多朋友都是我们忠
实的粉丝，无论报纸怎么改变，
都一路追随，惺惺相惜，温暖相
伴。 多年来，大家像爱护自己的
小花园一样呵护着《梅溪副刊》
《晨语》，无论春夏秋冬，辛勤耕
耘，使副刊园地百花争艳，香满
宛城。“我代表南都晨报社所有
员工，向大家道一声：辛苦了！
谢谢大家多年如一日的关心与
支持！ 同时，也非常感谢明伦集
团董事长蔡浩先生对本次活动
的大力支持！ ”

明伦集团副总经理古晓对
各位作家表示欢迎。 他说，《梅
溪副刊》《晨语》多年来就是作家
文友的展台、舞台，也是广大群
众读者的心灵家园。 在纸媒时
代， 这里是很多人心中十分神
圣的地方，是文学的殿堂。 在全
媒体时代及各种文学平台层出
不穷的当下， 这里依然是不可
取代的地方。

质量为王 融媒发展
丁旭松说，在读图时代、视频时代

的当下， 纸媒只有更好地发挥设计的
美观性、 内容的丰富性、 功能的专业
性、服务的互动性、官方的优势性，结
合新媒体的同步延伸， 来抓住更多的
群体受众。具体来讲，文艺副刊可以联
系南阳的文艺家队伍和文化资源，挖
掘厚重的文化资源，展示文艺家风采。

鲁钊表示，建议做到“三性”，提升
竞争力：要有个性，审视构建晨报作为
都市报的独特个性，立足城区，从城市
的历史文化、当下文化强项、未来城市
发展等编排好作品， 体现与众不同的
文化风格；针对性，针对传统节日、重
要时间节点，办好栏目，上好作品；专
题性，策划专题，举办活动，扩大版面
影响，提升社会效益。

于杭提出了三个观点： 一是副刊
不“副”，副刊在新闻史、文艺史、革命
史上占有重要历史地位。 二是副刊往
往更能体现报纸品位和特色，所谓“副
刊成就特色，评论体现品位”。 三是全
媒体时代，在坚持内容为王的前提下，
要改进传播方式， 尤其要优化副刊设
计，突出评论价值，推动报纸转型。

翟传海说，《梅溪副刊》《晨语》在

编辑的精心打造下， 取得了很好的社
会影响。 建议扩大版面，多发接地气、
大众喜闻乐见的稿子， 同时地方文化
和文学性兼顾。

马萌深情回顾和《梅溪副刊》的渊
源， 对于报纸的发展， 他提出三点看
法： 抓质量， 办刊物归根到底质量为
王，每个栏目和稿子都要有质感，有生
命力；抓热点，拓展深度，强化力度，兼
顾广度；抓队伍，一是编采队伍，二是
作者队伍，三是培育读者队伍。

祁娟说，晨报的坚持让人感动，自
己回南阳的第一篇作品就发表在《梅
溪副刊》，所以对晨报感情很深厚。 建
议约一些老作家的稿件，开展连载，图
文并茂，吸引读者。

乔峰建议，《晨语》增加容量，内容
多平台推送， 增加关注度， 提高影响
力；和自媒体联动，刊发实用、鲜活的
内容；策划专题性评论，引发读者主动
关注。副刊作为媒体的后花园，培育了
很多作家， 一个是增加有生活气息的
作品，体现报纸的鲜活度。二是多策划
主题笔会，关注当前社会。

史恒臣给出三点看法： 彰显地域
性，积极挖掘地域文化，为读者提供丰

富的特色精神食粮；强调艺术性，在编
发文章时，要把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可
读性强放在首位；带好队伍，办好副刊，
要有擅长各类文体的作者参与其中。

杨静建议，既要培育年轻作者，又
要开设名家专栏。内容上贴近群众，关
注百姓生活。增加编写互动，有利于晨
报读者群的扩大。

朱振华谈到， 副刊可以设置设立
自己的自媒体，引流文学粉丝，形成文
学矩阵，提升文学魅力。《晨语》栏目是
一个品牌， 可以把精选的文章编成书
本，既是办报成果的展示，也是向外推
送《晨语》品牌的平台。

赵晓雨认为， 报人要坚持办报信
心，副刊有其独特的思想性和文化性，
其深厚的人文情怀也是广大读者对副
刊难以割舍的重要因素； 坚持融合发
展，全媒体时代，合理运用公众号、视
频号，积极与头条、抖音等平台合作，
延伸阅读，打造地方特色，扩大报纸影
响力。

黄琰提出，纸媒与新媒体相结合，
一边坚守纸媒阵地，一边建设公众号，
扩大传播面； 纸媒与中小学试卷出题
专家相结合，扩大作品影响力。

突出个性 贴近民生
张良军感慨地说， 南都晨报使他

重新拾起自己的写作梦想。 建议多组
织专题， 号召作者写作时多与南阳地
域文化结合， 多关注南阳百姓的烟火
气，写身边人，抒时代情，推荐培养新
人，增加新鲜血液。

张晓征表示， 经典的精品栏目要
继续传承，稳固老读者，同时也要紧跟
社会热点和用户关注点， 积极开辟新
栏目， 让副刊版面跟着社会发展变起
来、活起来，让读者保持新鲜感。 晨报
的《晨语》版在本地主流媒体中独树一
帜，《梅溪观澜》《快人快语》《草庐品
茗》被评为“全国晚报优秀专栏”，报社
的领导层和栏目主编功不可没。 希望
今后在版式上可以再灵活一些。

诸葛玉儿认为， 社会由很多家庭

组成，每个家庭都有学生，学生背后是
家长， 因此要注重开发利用好学校资
源。 利用多个渠道，结合全媒体，多方
位扩大宣传。

徐杰表示，因为一篇报道，会记
住一份报纸，因为一份报纸，会成就
出一批批出色的作家。 文学版面应力
求图文并茂，贴近百姓生活，展示南
阳文化自信，培养本土作者，讲好南
阳故事。

尤红梅建议，内容为王，让副刊成
为文化大餐，让《梅溪副刊》成为品牌栏
目；全媒体融合方面，需要加强晨报公
众号与自媒体同频共振，扩大网络覆盖
面；副刊要挖掘南阳文化，坚守文化高
地，把南阳宣传出去；与时俱进，紧跟时
代脉搏， 进一步打造副刊融媒栏目，让

文学作品有声化，增强吸引力。
李远认为，关于副刊，多策划举办

采风活动及文学讲座； 版面、 内容创
新，增加高质量、吸引读者的好作品。
对于晨语，一是内容创新；二是要培养
一大批专栏作家， 确保言论版稿源的
充裕性。

南都晨报社副总编辑陈强表示，
一定把各位老师的“锦囊妙计”落到
实处，用各位老师的“金点子”打造

“金招牌”，不断提升办报质量和办报
水平，将《文化》版、《梅溪副刊》版和
《晨语》版打造成“文学宛军”的新阵
地、“文明在宛”的新亮点，将晨报办
得更加出彩，真正办成适应全媒体时
代的“全媒报”，持续提升晨报的传播
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 ②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