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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多媒体融合是党报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融合是世

间万事万物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趋

势。民族大融合是如此，文化大融合

也是如此。媒体大融合自然是大势所

趋。

如果说媒体大融合是各媒体形态

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那么，

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兴起则直接促成

了国内多媒体融合的步伐。简而言之，

“媒体融合”是把报纸、电视台、电

台等传统媒体，与互联网、手机、手

持智能终端等新兴媒体传播通道有效

结合起来，资源共享，集中处理，实

现一次采集，多次生成，增值传播，

衍生出不同形式的信息产品，通过不

同的平台传播给受众。然后以媒体的

融合来促进营销的整合和融合，完善

媒体产业链条，使营销人员从过去一

般的“单兵作战”变成了“多兵种联

合作战”，极大地迸发媒体的生产力，

增强媒体的综合竞争力。

因此，多媒体融合是任何单一媒

体做大做强的生存法则，也是党报发

展壮大的必由之路。事实上，媒体间

除了融合已别无选择。任何单一媒体

如果固步自封，作茧自缚，不寻求与

新兴媒体等其他媒体的融合，其覆盖

面和影响力只会越来越窄、越来越小。

只有媒体之间彼此融合，实现优势互

补，形成合力，才能弥补单一媒体自

身存在的缺陷和不足。

湖南省委机关报《湖南日报》

创刊 60 多年来已发展成为现代传媒

集团，媒体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

由 60 多年前的一张对开四版的报纸

发展壮大为拥有 5 报 3 刊 2 网站十大

传媒机构的“传媒舰队”，走的也

是一条“多媒体融合”之路。它的多

媒体融合形态也许还不如国内一些顶

尖党报报业集团那么完美。如成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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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多媒体融合是党报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           

创业篇    湖南省委机关报创办时叫《新湖南报》    /001
                     毛主席三次题写报头    /004 

                     举办新闻干部训练班    /010 

      省委充分信任和全力支持    /012

      开展关于“李四喜思想”大讨论    /014

      舆论监督曝光必查    /016

     

改革篇    新闻改革：勇立潮头唱大风    /033
                     发行改革：上下求索探新路    /047 

                     人事改革：不拘一格降人才    /054

    

发展篇    媒体发展：从一报独秀到多媒体融合    /061
                     技术革命：从告别铅与火到实现网络化    /095

                     报业经营：从一业立社到多种经营齐头并进    /103 

                     产业发展：虚实结合  多轮驱动    /111   

1998 年 5 月的南方报业传媒集团，

拥有 11 报 8 刊 5 网站以及一个出版

社。集团以平面媒体、网络媒体、移

动媒体、图书出版、文化会展、文化

实业和传媒的社会公益活动为“七大

舰队”，呈现出丰富的品牌群体架构。

成都市委、市政府根据中央大力推进

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的方针

政策，率先进行大胆探索，于 2006

年 11 月将成都日报报业集团和成都

广播电视台合并组建全媒体的成都传

媒集团。拥有六报四刊一网、四个电

台频率、九个电视频道、两家出版社、

一个地铁电视系统、一个城市便利服

务系统“成都通”，以及包括被喻为

“中国报业第一股”的博瑞传播在内

的 10 多家直属文化企业和 50 多家二、

三级文化企业，产业涵盖报刊出版、

广播影视、网络传输、广告会展、酒

店、旅游、文化、地产等，产业链条

比较完善。但由于我们熟悉湖南日报，

只好就地取材，以它作为蓝本，来回

顾、梳理、剖析、展望党报集团的“多

媒体融合”之路，试图对党报集团的

发展壮大有所启示、借鉴。

是为序。

                               江晓军  张培琳

                                    201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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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业篇      001                   

我们党对党报工作历来高度重

视。在湖南尚未和平解放前，新组建

的湖南省委即着手省委机关报的创办

工作。为了权威还原这段珍贵历史，

2011 年三、四月间，在纪念中国共

产党成立 90 周年前夕，经多方努力，

我们有幸采访到了早已进入耄耋之年

但精神矍铄的《湖南日报》首任社长

李锐和副社长、副总编辑（后继任社

长、总编辑）朱九思老人（见《〈新

湖南报〉创刊前后——李锐、朱九思

访谈录》，收入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

省委党史研究室、省党史联络组共同

组织编纂的《光辉的历程——湖南党

的建设 90 周年纪念文集》一书。该

书由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1 年 6 月出

版发行）。

李锐原是热河《冀热辽日报》（后

来改称《群众日报》）社社长，他回忆：

“1949 年五六月间，我奉命离开沈阳，

南下湖南。途经天津停留时，新组建

的湖南省委确定由我负责报社工作。”

之前，中央已决定由黄克诚同志任中

共湖南省委书记。经黄克诚等领导报

请党中央同意，决定由原冀察热辽中

央分局进入天津接管的干部随军南下

湖南。在一次会议上，上级领导宣布：

省委决定创办省委机关报，原在《群

壹      湖南省委机关报创办时叫《新湖南报》

多媒体融合
以湖南日报为例看党报的改革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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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8月15日出版的《新湖南报》创刊号

众日报》社工作后来进入天津的同志

和从北平市宣传战线抽调的一共 29

人，全部赶到天津会合，开始作南下

湖南的准备，主要是做好两方面准备：

一是思想准备，转变思想观念，明确

工作重点由农村转到城市，思考如何

将消费城市转为生产城市；二是学习

政策、学习理论，做好政策准备。实

践证明，这些准备为后来创办《新湖

南报》起到了基础性作用。

南下途中在武汉停留时间较长。

通过武汉地下党，李锐和朱九思一道

从武汉大学抽调学生运动中的积极分

子充实办报队伍，报社队伍迅速扩展

到七、八十人，都住在一个旅馆中。

他们研究湖南情况，开始编辑头几天

的报纸，商量着哪些重要的政策性文

件应尽先介绍，并写好创刊社论《庆

祝新湖南的诞生》。这一群由三十岁

左右和二十岁左右的人组成的“报社

班子”，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名副其实

的专业班子和战斗集体。从编辑部、

采通部、电台到经理部，从编辑、记

者、译电人员到行政人员、排字工人，

有延安的“老报人”，解放区的“老

战士”，更多的是在热河参加工作的

“新干部”。李锐得意地说：“ 因此，

到长沙办《新湖南报》时，这个班子

的成员，从领导到干部到工人，对工

作都能得心应手，有条不紊。即不论

从方针政策，版式内容，编辑采访，

到印刷发行；也不论从全党办报，群

众路线，到读者服务等等方面，都有

了一套比较成熟的经验。总之，这是

一个战斗的、齐心合力的班子，尤其

事业心比较强，党性比较强，懂得如

何实事求是地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为

人民服务。”

李锐（1917~），湖南日报社第一任社长，

曾任毛主席的秘书、中共湖南省委宣

传部代部长、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职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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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8月15日出版的《新湖南报》创刊号

众日报》社工作后来进入天津的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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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路线，到读者服务等等方面，都有

了一套比较成熟的经验。总之，这是

一个战斗的、齐心合力的班子，尤其

事业心比较强，党性比较强，懂得如

何实事求是地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为

人民服务。”

李锐（1917~），湖南日报社第一任社长，

曾任毛主席的秘书、中共湖南省委宣

传部代部长、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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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第一次为《新湖南报》

题写报名

只见一张“墨迹尚未全干”的纸

上，一式三排，题写的都是《新湖南

报》的报名。在第二排报名右边打了

一个圈，在第三排报名右边打了两个

圈。胡乔木转告朱九思他们：主席说

国民党在长沙有一份《湖南日报》，

湖南省委机关报以《新湖南报》作报

名好，请交黄克诚同志定。胡乔木又

告诉朱九思和张式军：毛主席说，报

社的同志认为哪几个字好，就用哪几

个字。

1949 年 8 月 15 日，在庆祝湖南

和平解放的锣鼓声和鞭炮声中，中

共湖南省委机关报《新湖南报》诞生

了。从《新湖南报》创刊号上看，采

用的报头是毛主席打了两个圈的那个

报头。

题写省委机关刊名

毛主席泼墨再写报头

1960 年 3 月 9 日 晚 上， 在 南 方

考察的毛主席从广州到郴州、衡阳，

3 月 10 日又从衡阳到株洲、长沙。

到长沙后，毛主席住在火车专列车厢

里，约湖南省委领导李瑞山、胡继宗、

华国锋到列车上分别谈话，了解情况。

3 月 11 日夜晚，毛主席还观看了湖

南湘剧团的演出。

在长沙，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把

湖南省委机关刊物拟议的几个刊名送

给毛主席，请毛主席题写刊名。这天

早晨，天气晴朗，毛主席精神特别好，

起了早床，要工作人员拿来笔墨，圈

定了“新湘评论”这个刊名。毛主席

还说：我还要给《新湖南报》写一幅

同全国其他省级党报一样，湖南

日报承载了党和国家几代领导人的关

怀。所不同的是，一代伟人毛泽东，

亲自为湖南日报定名，3 次为之题写

报名。伟人的郑重嘱咐、拳拳关爱，

融入淋漓墨香，为湖南新闻史翻开崭

新一页，让全国省级党报同行羡慕不

已，让湖南报人至今引以自豪、津津

乐道…… 

定名《新湖南报》

毛主席挥毫一写报头

1949 年 4 月，随着人民解放军

的节节胜利，新中国的建立指日可待。

4 月 30 日，暂还在《天津日报》工

作即调湖南创办省委机关报的朱九思

和同事张式军来到北平，走进南长街

中南海东门的一个小四合院，找到了

毛泽东主席的秘书胡乔木。原来这次

朱九思来北平的主要任务，是受当时

的天津市委书记黄克诚同志（即将赴

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委托，请毛主

席为即将在长沙创办的中共湖南省委

机关报题写报头。胡乔木同志说：主

席正好在家，他马上就请主席题字。

40 分钟后，胡乔木同志将毛主席写

好的报头交给他们。

贰      毛主席三次题写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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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正好在家，他马上就请主席题字。

40 分钟后，胡乔木同志将毛主席写

好的报头交给他们。

贰      毛主席三次题写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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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头，原来那幅有些呆板，这次再重

写一幅。于是，毛主席第二次为《新

湖南报》题写报头，从 1960 年 3 月

19 日启用。

提议改名《湖南日报》

毛主席挥笔三写报头

1964 年 7 月 18 日，毛主席乘专

列从长沙返京途中，在岳阳火车站停

车休息，了解当地工农业生产情况。

毛主席在张平化谈到湖南、岳阳的历

史行政区域归辖问题时说：湘潭专区

规模太大，应适当划小，以便加强领

导和管理。

毛主席还对陪同人员和当地同志

谈论岳阳的史事、人文故事。远眺烟

波浩渺的洞庭湖，毛主席诗兴大发，

挥笔书写了唐代杜甫《登岳阳楼》一

诗，并吟诵道：

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

吴楚东南坼，乾坤日月浮。

亲朋无一字，老去有孤舟。

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原诗第六句是“老病有孤舟”，

毛主席却书写成“老去有孤舟”，改

动了一个字，也许是笔误，也许是有

意为之，留下一个难解之谜，至今无

人猜得。如今，这幅书法珍品高嵌在

岳阳楼上，中外游人无不观赏品读，

啧啧称奇。

毛主席还建议《新湖南报》改名

《湖南日报》。湖南省委欣然同意并

请毛主席再次题写新报头。

1964 年 7 月 29 日，应湖南省委

的请求，毛主席为湖南省委机关报题

写了新报名，并给省委第一书记张平

毛主席致信张平化，提议将《新湖南报》改名为《湖南日报》，第三次题写报名

1960 年 3 月 19 日，《新湖南报》启用毛主席第二次题写的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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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 年 10 月 1 日，《新湖南报》改名为《湖南日报》。启用毛主席重新为《湖南日报》题写的

报头

化写了一封信：

平化同志：
《新湖南报》报头写得不好，宜

改换为《湖南日报》，使与《湖北日

报》相一致。现写了多张，不知可用

否？如不可用，退回重写。如可用，

则以在今年国庆节改换改（为）宜。

请你酌定。

敬礼！

                                       毛泽东

          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九日

同日，毛主席还为《新华日报》、

《北京日报》、《天津日报》题写

了报名。按照毛主席的指示精神，中

共湖南省委机关报《新湖南报》于

1964 年 10 月 1 日改名为《湖南日报》，

启用新的报头至今。

《新湖南报》改名《湖南日报》

的由来，外界知之甚少，以致闹出一

段笑话。1964 年 10 月后的一天，已

调任湖北武汉的湖南日报原社长、总

编辑朱九思乘火车从广州回武汉，在

衡阳火车站看到《新湖南报》的报头

换成了《湖南日报》，立即给当时的

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写了一封信，说

明原来的报头是毛泽东同志题写的。

不久，张平化复信说，新的报头也

是毛泽东同志题写的，朱九思这才

放了心。

毛主席先后三次为湖南省委机关

报题写报名，不仅是对《湖南日报》

的亲切关怀和巨大鼓舞，而且是对全

省人民的亲切关怀和巨大鼓舞，永远

激励着湖南报人更好地办好《湖南日

报》，在党的新闻史上留下一段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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