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一年前的2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一年来，
全国新闻舆论战线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针，牢记职责使命，锐意改进创新，新闻舆论工作呈现出
崭新气象。人民日报特刊发重磅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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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
——写在习近平总书记“2�19”重要讲话发表一周年之际

□人民日报记者 汪晓东 刘文波 曹树林

每一天，我们都在记
录历史；每一天，我们都
在创造历史。

这个春节，《最牵挂
的人》《小账本连着大情
怀》《厉 害 了 ，我 们 的
2016年！》等多个视频短
片，在互联网上刷屏，点
击量均在亿次以上。这
是人民日报、新华社、中
央电视台等中央主要新
闻媒体推出的“现象级”
融媒体产品，成为今年春
天“暖场”力作。

主流媒体以时不我
待、只争朝夕的紧迫感，
加速在互联网开疆拓土，
全力在移动端排兵布阵，
这是顺应媒体格局深刻
变化作出的必然选择，也
是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
论阵地的行动自觉。

一年前的2月19日，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人民
日报社、新华社、中央电
视台，主持召开党的新闻
舆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
重要讲话，从战略和全局
高度、历史和现实角度，
深刻阐述党的新闻舆论
工作的地位作用、职责使
命、原则要求等一系列重
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做
好新的时代条件下党的
新闻舆论工作提供了强
大思想武器。

党的最高领导人亲自
主持召开新闻舆论工作
座谈会，这在党和国家历
史上是第一次。“做好党
的新闻舆论工作，营造良
好 舆 论 环 境 ，是 治 国 理
政、定国安邦的大事。”总
书记的这一重要论断，极
大地激发了广大新闻工
作者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一年来，全国新闻舆
论战线以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为指针，牢记职责使
命，锐意改进创新，新闻舆
论工作呈现出崭新气象，
迸发出强大活力，主流媒
体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
力、公信力显著提升，吸引
力、感染力、亲和力、说服力
不断增强，展现出“唤起工
农千百万，同心干”的磅礴
气势，凝聚起全民族团结
奋进的强大力量。

2016年 7月，南海仲裁
案所谓最终裁决公布，由人民
日报新媒体中心推出的《中国
一点都不能少》图片报道，创
造了单条微博阅读量超 2.6
亿、转发超300万的微博传播
新纪录，一时间，这条微博配
图成为网友热捧的新头像、手
机屏保的新图标。

回忆起一年前向总书记
汇报的场景，人民日报评论员
范正伟记忆犹新：“全媒体时
代，社会思想呈现多元多样态
势，党报评论要确立解释权、
话语权、引领权，需要在不同
群体、不同对象中夯实推进共
识的基础，求取最大公约数，
画出最大同心圆。”

一年来，人民日报发挥评
论优势，创新理念拓展平台，
举旗亮剑激浊扬清，坚持以正
向、科学、专业引导舆论，使党
报评论成为公约数的凝聚者、
正能量的激发者、主旋律的领
唱者。去年“七一”前夕，人民
日报推出的“写在中国共产党
成立 95周年之际”任仲平文
章——《以信仰之光照亮奋斗
之路》《以真理之光引领复兴
征程》，从“道义”和“真理”两
个维度，深刻展示了我们党波
澜壮阔的伟大历程。

舆论反映人心，舆论导向
反映人心所向。对于一个拥
有 13亿多人口的大国，对于
一个奋进在民族复兴征程上
的大国，一个积极健康、昂扬
向上的主流舆论何等重要！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的那样，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
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前所未有，

必须激发全党全社会团结奋
进、攻坚克难的强大力量，调
动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创
造性。“这样，党的新闻舆论工
作才能起到应有作用。”

新华社记者历时半月，进
行从工厂到村庄的“穿透式”
采访，全媒报道《开往春天的
扶贫列车》总浏览量突破1亿
人次。2016年10月17日，神
舟十一号飞船发射成功，《新
华社特约记者太空日记》系列
报道也随之展开，两位航天员
成了“新华社特约记者”，以

“天宫二号”为电头的新华社
报道，成为世界航天史和新闻
史上的创举，网上浏览量超过
1.6亿人次。

春运期间，“铁路小夫妻”
罗磊和刘颖隔着车窗互相目
送的镜头，让无数人落泪。这
是中央电视台新春走基层栏
目一个触动泪点的画面。但
许多人并不知道，采访这条新
闻的中央电视台记者齐莉莉，
孩子才7个多月。每次采访结
束，她赶紧找个没人的角落，
用吸奶器把奶挤出来，请餐车
乘务员帮忙放到冰箱里。整
整8天，齐莉莉给宝宝攒了25
袋母乳，这是她完成采访回家
时带给孩子的特殊礼物。“走
基层有多艰辛，就有多珍贵。
把更多镜头对准平凡的岗位、
普通的人物，展示他们内心深
处最闪光的部分和瞬间。”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把
好故事传播出去，把正能量激
发出来，这也正是时代赋予广
大新闻工作者的使命和责任。

“主流媒体更加注重贴近
基层，更加注重话语创新，更

加注重以精彩的故事吸引人、
用深沉的情感打动人，‘沾泥
土’‘带露珠’‘冒热气’的报道
越来越多，‘千人一面’‘千文
一面’的情况越来越少。”中国
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学部
长高晓虹教授说。

长征，亘古未有的壮举，
中华民族的史诗。各大媒体
以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为契
机，以“而今迈步从头越”的豪
情，再现长征历史，讴歌长征
精神。

解放军报组织“雄关漫
道”大型采访，从开篇稿件到
收官之作，始终贯穿“不忘初
心，继续前进”的鲜明主题。
走过万水千山，见证一路艰
辛，新一代军事记者的理想信
念愈加坚定——坚持姓党为
党，坚定维护核心，坚决听党
指挥，努力把军队媒体建成爱
党、护党、为党的舆论主阵地，
这就是永不能忘的初心。

如何让纪念长征报道吸
引更多年轻人？四川日报充
分利用省内长征纪念地众多
的优势，组织采访小分队，分
赴雅安、凉山、泸州、阿坝、甘
孜等地，采用VR全景、视频访
谈、网络直播、H5动画、手绘
地图、互动游戏等方式，图文
音视立体呈现红军爬雪山、过
草地的故事，生动反映长征沿
线地区的沧桑巨变。

一季度增幅 6.7%，二季
度 增 幅 6.7%，三 季 度 增 幅
6.7% ，全 年 增 幅 还 是
6.7%……2016年 的 中 国 经
济，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表现
无疑是最好的，但 6.7%的增
幅还是引起了一些议论。

“一时一事上中国经济发
展会有波动，但长远看浩荡东
风。”各大媒体以令人信服的
数据和事实，有力提振信心，
稳定预期，回应质疑。

经济日报举全社之力精
心打造融媒体专栏“经济圆
桌”，约请专家把脉经济形势，
解读经济数据，分析热点话
题。同时，在“海外看中国”专
栏刊发海外人士对中国经济
的看法和评价，有力回应“唱
空”中国经济的各种论调。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
之声”栏目推出关注就业系列
报道“当幸福来敲门”，聚焦大
学生、农民工、去产能下岗安
置人员等群体，通过讲述普通
人的就业经历，宣传就业扶持
的相关政策，鼓舞信心，给人
启迪。

就业就医就学、楼市股市
汇市、全面二孩、食品安全、雾
霾治理、社会治安……围绕这
些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
现实问题，各媒体找准思想认
识的共同点、情感交流的共鸣
点、利益关系的交汇点、化解矛
盾的切入点，既回答“怎么看”，
又回答“怎么办”，理性客观声
音上升，非理性声音应声而降。

上海市在全国率先对市
级媒体的舆论导向和社会效
益实行考核，引导媒体正确处
理好阵地和市场、导向和效益
的关系。“对于新闻舆论工作，
我们做到加快发展与加强管
理‘两手抓、两手硬’，确保在
任何情况下导向不变、阵地不
丢，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主
动权。”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董云虎说。

守好舆论阵地——

求取最大公约数 画出最大同心圆

一位白发苍苍的耄耋老
人，满怀深情地用俄语唱起《国
际歌》。她是党的早期领导人
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曾是新
华社驻莫斯科首任记者，与中
国共产党同龄。1935年 6月
18日，瞿秋白唱着他自己翻译
的《国际歌》从容走向刑场之

时，她才 14岁……这是去年
“七一”前夕，新华社制作的一
部微电影《红色气质》中的一
个感人画面。这部按照院线
标准制作的微电影，被 3000
多家网站和客户端转载，网上
浏览量突破2亿人次。

“全媒体传播已经进入移

动优先的新阶段，创新是最重
要的引擎，创意是最稀缺的资
源。我们的新闻报道有没有
影响力，能不能传得开，靠的
是创新，比的是创意。”参与
《红色气质》等融媒体产品制
作的新华社记者李柯勇深有
感触。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
事而制。”做好党的新闻舆论
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
需要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要解决好“本领恐慌”问
题，真正成为运用现代传媒新
手段新方法的行家里手。

(请继续阅读3版)

用好创新引擎——

优势向互联网拓展 资源向移动端汇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