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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序 言

孑‘l幸孑彳
修志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传统。《宣城日报》在即将20

岁生日的时候，一部记录它出生、成长的历史——《宣城日报》

志问世了，它不仅是我市报业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我市

新闻界的一件大事，实乃可喜可贺。

《宣城日报》其前身《宣州报》于1984年10月1日正式创

刊，1989年1月1日更名为《皖东南报》，1996年1月1日出

版《皖东南日报》，2001年1月1日改出对开《宣城日报》。创

刊以来，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关怀下，从周一、周三、

周四报到日报，从四开四版报到对开大报，从铅印到电脑照

排、胶版印刷，从单色到彩色，一步一个脚印，得到长足发展。

历任总编和报社的同仁付出了艰辛劳动和汗水，为我市新闻

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特别是近两年来，报社党组实施一系列改革与创新，大大

激发了内部活力，报社面貌发生了喜人的变化，在全省市级党

报中的位次迅速前移。一是率先实行资本运作且取得显著成

效。从2001年下半年开始，报社巧借“海尔模式’’和“反租倒

包"等改革措施，新增固定资产百余万元。二是率先推行内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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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管理方式的创新。从2002年7月份开始，报社对日常管理方

式进行重大改革，全面推行“五联管理法"。实施近一年，效果

十分显著，不仅得到市领导的充分肯定，也得到省内外管理专

家的注意和赞扬。三是率先在短期内实现超常发展。从2001

年开始，采取社内招标的办法，对广告部实行承包，当年效益

较上年大幅度提高，2002年又有较大增长。今年，总投资近千

万元、建筑面积近万平方米的报业大楼和职工宿舍已正式开

工。四是率先编制发展规划，制定报社中长期发展目标。五是

率先在全省编纂报志。呈现出全面发展的喜人局面。

作为我市新闻宣传的主阵地和主流媒体，《宣城日报》始

终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积极服务

于市委、市政府的工作大局，服务于全市经济工作的大局，为

促进我市改革、发展、稳定提供了强有力的精神动力和舆论支

持。

以史为鉴，可知得失。《宣城日报》志以正确的观点、翔实

的资料和朴实的文风，记述了19年来报业发展的历史轨迹。

这部志书的出版，有助于我们了解过去，把握未来，有助于激

发全体报社职工热爱报社，热爱党的新闻事业，为报业发展出

力的热情。

新志虽成，新业无限。在此志问世之际，祝《宣城日报》与

时俱进，越办越好。望全体报社同仁，记住昨日发展，不负今日

时代。

“同心干，前景无限!"

·2。

(刘志祥同志系宣城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



凡例

凡例

一、《宣城日报》志以十六大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为指导，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

的态度和方法，记述本报历史和现状，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

料性相统一。

二、本志书遵循“详今略古"的原则，重点论述后期的发

展，力求体现事物的本来面貌。

三、本志书结构由述、记、表诸体裁构成，以文字记述为

主，辅以图表、照片。卷首语“概述"、“大事记"总摄全书，后缀

附录，全书共12章。

四、本志书记述上限时间从1984年6月《宣州报》筹备领

导组成立始，至2003年8月止。

五、本志书数字，计量单位，按照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

会等7部I'-J《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及《中华人

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规定标准书写。

六、本志书资料采自市档案馆和本报档案室。为使行文简

洁、未标明出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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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概 述

宣城市位于皖东南，东邻苏杭，南枕黄山，西连九华，北通

长江，古属吴楚，汉名宛陵。东汉永和四年(公元139年)置郡，

素有“南宣(城)北合(肥)"之称，享有“上江人文之盛首’’之誉。

新中国初设宣城专区，专署驻宣城；1957年与巢湖专区

全并，成立芜湖专员公署，专署驻芜湖市；以后又历经数次区

划变更，最多时辖22个县和芜湖、马鞍山两市。1980年2月，

芜湖地区更名为宣城地区，1982年行署机关由芜湖迁至宣州

市。2001年，经国务院批准，撤消宣城地区，设省辖宣城市。现

辖宣州区和郎溪、广德、宁国、绩溪、旌德、泾县6个县市。全市

总面积12340平方公里，人口275万，少数民族有回、畲、满、

蒙、藏等33个约4000多人。境内交通发达，连接沪宁和粤闽

的皖赣铁路纵穿南北，华东第二通道的宣杭铁路横贯东西，并

交汇于宣州，过境铁路达274公里；318、205国道和数10条

省道纵横交错，公路通车总里程4300多公里。城市的供水、供

电、通讯、公共交通设施发展迅速，宣城已成为皖东南政治、经

济、文化的中心。
’

宣城自古名人荟萃，英雄辈出。总书记胡锦涛祖籍宣城的

绩溪，革命家王稼祥更出生于此，梅尧臣、施闰章、包世臣、胡

适等本为邑人，谢剧E、李白、苏轼等文坛巨子又添遗迹；中国

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恽代英、肖楚女曾任教于省立第四师范(现

宣城中学)，播下革命的种子，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陈毅、粟

裕、叶挺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工作和战斗在宣城大地，写

下了光辉的诗篇。

宣城物产丰富、珠玉联缀，有举世称奇的宣纸、宣笔和徽

墨，有活化石扬子鳄，有风味独特的绩溪徽菜、水东蜜枣、广德

。k己9



概述

板栗、宁国核桃，高档名茶更是遍布各县市。真可谓物华天宝，

人杰地灵。

《宣城日报》正是生长在并服务于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

它歌颂宣城人民的勤劳和智慧，反映宣城文明的过去和壮丽

的现在，憧憬美好的未来。

《宣城日报》其前身《宣州报》于1984年10月1日正式创

刊，由谭启龙题写报名，为周一刊，四开四版，逢周一出报。

1985年1月出版周二刊，周三、周五出报。1987年出版周三

刊，周二、周四、周六出报。辟有要闻版、经济版、副刊版和政文
版。其《发刊词》称：“我们将努力把《宣州报》办成一张反映时

代风貌、富有地方特色，大家喜爱的报纸，使《宣州报》成为鼓

舞人民大干四化，建设美丽富饶新宣城的前进号角。"《宣州

报》版面活跃、内容丰富、文章短小、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得

到广大读者的好评。1987年报社开始有了新的起步、同印刷

厂合盖了1幢2层12套住宅小楼，1988年又动工兴建4层报

社办公楼。

根据省委主要领导的讲话精神、地委、行署决定，并报经

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1989年1月1日《宣州报》更名为《皖

东南报》，由著名书法家赵朴初题写报名，四开四版；1994年1

月1日增版(周四刊)，周二、周四、周六、周日出版，创办《皖东

南报·星期刊》。1996年1月1日出版《皖东南日报》。

《皖东南报》和》《皖东南日报》期间，在原《宣州报》的基础

上有了新的发展。一是队伍建设得到加强，前后10年，调入本

科生10多名，充实了编辑队伍，并通过各种方式对编辑记者

加强培训，使编务水平得到提高；二是在新闻宣传上更加注重



概述

了策划，要求阶段报道有计划、月月有策划、每周有重点、期期

有好稿，报纸的质量有提高；三是事业有了新发展，基本建设

得到加强。购置了0．933公顷土地作为报社发展的基地，盖起

了一幢16套1370平方米的职工住宅楼，购置了卫星接收设

备和电脑照排设备，告别了铅字，实现了电脑照排、胶版印刷。

广告收入逐年增长，每年净增均在10万元左右，到2000年

底，突破百万元大关。

’。_。一

经国务院批准，2001年宣城撤地设市，《皖东南日报》随。

之更名为《宣城日报》，由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沈鹏先生泼墨

题写报名，《宣城日报》对开四版，重大节日和重大活动期间，

彩版印刷，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 、

作为宣城市新闻宣传的主阵地和主流媒体，为了不负众

望，肩负起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服务于市委、市政府的工

作大局，服务于经济工作大局的重任，社党组响亮提出“同心

干，前景无限"的号召，并以此为社训，动员和激励全体员工学

政治、学业务，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使职工的积极

性、创造性空前高涨，谋发展、创业绩、争上游的良好风气在报
社的每个岗位、每个环节、每个职工中都得到充分体现，为报

社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证和精神力量。 ·

在新闻宣传上，《宣城日报》始终做到与市委、市政府的重

大决策相同步。市委、市政府于2001年作出“融入苏浙沪、加

快发展宣城经济’’、“整治和改善经济发展环境"的决定。报社

编委会通过认真研究，精心准备，先后策划了“邀请领导干部、
海内外专家学者谈融入"、“踏访苏浙沪、回首新宣城’’、“外地

人在宣城"、“走边界、看融入"、“东邻采风”等活动，共发表稿

件300余篇，受到市委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2003年4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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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中旬以来，面对部分地区发生的非典型性肺炎疫情，根据市

委、市政府的要求，立即投入防治“非典"工作的宣传。1、2、3、4

版及双休刊根据各自特点，把防治“非典"作为一个时期的重

点。并在一、二版相继推出“众志成城抗非典，坚定不移促发

展”和“众志成城抗非典，抓好生产求双赢"两个专栏。为我市

全面防治“非典”工作，提供舆论支持。

从2002年开始，社党组在巩固《宣城日报》主流媒体的基

础上，集中力量谋划《宣城日报·双休刊》的改革，将其定位于

市场，凸现权威性、群众性、服务性、知识性、娱乐体，寻求党报

权威性和可读性的最佳结合点，使党报进入市民家庭。通过试

刊，《双休刊》由原来的八个版扩增到十六个版，反响良好，在

2003年的报刊征订中，发行量较上年增长了20％以上，较广

泛地进入了市民家庭。

为了增强报社发展的动力和后劲，从2001年下半年开

始，社党组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和创新，重点是强化竞争、激励、

约束机制。一是从精神文明创建入手，抓两头带中间，内树信

心，外树形象，使工作环境和人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

化。二是对广告和印刷部进行社内公开招标，使广告收入比上

年翻了一番多，报刊印刷质量明显提高，印刷成本亦大大降

低。三是以建立全新的内部机制为目的、积极稳妥地实施机构

改革，大大激发了内部活动。2002年7月，报社经过公开、公

平竞争，16名同志竞聘上中层干部岗位，经过双向选择，20名

同志选择了自己满意且工作对口的岗位，改革获得成功，得到

市领导的肯定。四是从内部管理的细节入手，对报社日常管理

方式进行重大改革，全面推行“五联管理法"。“五联"即：自愿

选择与刚性服从相联；个人、部门与单位相联；精神与物质相

联；过去，现在与未来相联；单方面与全方位相联。促进了部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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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职工之间互相合作，协调发展的和谐氛围，促进了精神

荣誉与物质利益的融合，大大调动和开拓了员工的积极性和

创造力。

从2001年下半年开始，报社党组以增强报社抗御风险能

力和保障职工利益为宗旨，着力寻求增强物质基础建设和综

合实力的措施和办法。巧借“海尔模式”和“反租倒包"等改革

措施，强化硬件建设，先后更新了现有办公大楼和内部办公设

施，为采编人员配备了26台清华同方电脑，新增固定资产

100多万元。2003年初，报社办公大楼及两幢职工宿舍近万平

方米的建筑已正式开工，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喜人景象。

两年来，报社获得市级文明单位等各项荣誉多项，仅

2002年一年，本报采编的作品共有30多件在全国和省级评

比中获奖。“同心干，前景无限"的社训，召示着《宣城日报》同

仁们向一个更高的目标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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