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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新闻当天发布，这在《瑞安日报》上无

法实现的梦想，如今开辟的新媒体——“瑞安

网”上梦想成真。作为继报纸、电台、电视之

后的“第四媒体”，瑞安网是我市惟一的综合

性新闻门户网站。本报自 2011 年承办以来，

围绕提高时效性大做文章，市委书记、市长

当日的活动，瑞安网上当日发布新闻。10 多

日前，我市“互看互学”再擂战鼓。会议结

束后的两三个小时内，当日部门汇报的，市

领导点评的，海量的信息第一时间在网上得

到一一发布。“网络媒体的优势不容忽视啊！

在一定条件下，还是渠道为王啊！！！”很多业

内人士发出如此的感叹。

.“咦！这是什么画面？好像是市里正在召

开的两会会场吧！”市会议中心内，两会正在召

开；瑞安广场上、万松公园内，市民通过本报设

置的户外新闻联播网（LED）全彩显示屏，就可

同步观看会议全过程。作为继网络之后的“第

五媒体”，继电视机显示屏、电脑显示屏和手机

显示屏之后的“第四屏”，LED 全彩显示屏自

前年登陆我市后，受到市民的啧啧称赞：“现在

的技术真发达啊，这个屏幕比家里的液晶电视

都要清晰！”

除第四媒体、第五媒体外，本报近年布局

的新媒体还有很多很多。

与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联合打造的瑞安

手机报，精选新闻资讯、实用信息，以彩信形式

发送用户手机终端，运行一年来现有收费用户

3.5万户。

今年 5 月 13 日刚刚上线的瑞安日报—瑞

安网微信公众平台，迅速得到很多年轻网友的

宠爱，成为服务他们的互动平台和资讯发布平

台，现拥有活跃粉丝3000来人。

“浙报集团把 2013 年形象地称为从传统

报业集团向现代传媒集团战略转型的‘全媒体

元年’，本报也要乘势而上，加快传统报业向现

代传媒转型步伐，坚定地大踏步地走全媒体融

合发展之路。”徐德友说。

风雨20年，打造区域中心城市第一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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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年，5045 期。20 级台阶，5045

次深呼吸，5 000多种向上生长的姿态。

这 20 年，是瑞安这座海滨城市快速

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瑞安日报茁壮成长

的黄金时期。

从停刊到复刊，从“周报”到日报，从

黑白到全彩，从纸质到数字报，从单一纸

媒到主报、刊物、网站、手机报等多媒体百

花齐放⋯⋯瑞安日报自 1993 年 7 月 1 日

复刊以来，从薄变厚，从弱变强，实现了一

次次蜕变，在万松山麓、飞云江畔画下一

道美丽的轨迹。如今，她正围绕着“区域

中心城市第一传媒”的目标阔步前行。

2001 年 1 月 1 日，新世纪第一缕阳光，暖暖

地照在窗棂，和煦的春风把崭新的瑞安日报送

到了广大读者的手中。

对于普通人而言，这或许只是一个寻常的

元旦，但对瑞安报人而言，这是一个不寻常的日

子。从这天起，“瑞安报”正式更名为“瑞安日

报”，新报头“瑞安日报”4 字采用瑞安十大历史

文化名人之一，有“晚清经学后殿”、“朴学大师”

之称的孙诒让手迹集字。

“国内统一刊号（CN33—0102）”这10来个

字，代替“浙字第 03—22”，首次出现在本报报

头区域，这标志着本报复刊 8 年后，从我省内部

刊物正式升格为全国公开发行刊物，这一步对

一家报社来说，意义重大。

在温州市，和本报同批获得国内统一刊号

的还有乐清日报。瑞安日报成为温州地区拥有

国内统一刊号的两家县（市）级报纸之一，这和

瑞安市域实力厚实有关，更是和瑞安日报办报

质量以及其他各项综合指标位居全省县（市）报

前列有关。回顾复刊后的 8 年，本报一步一台

阶、一年一变样：

1994 年 1 月 1 日，从周一刊（一周一期报

纸）扩改为周二刊；

1995年1月1日，扩为周三刊；

1996年7月1日，扩为周四刊；

1997年1月，被评为温州市优秀报刊，是温

州市惟一一家获此殊荣的县（市）级党报；

1998 年 9 月 15 日，创办“新闻周刊”，套蓝

印刷；

1999年7月1日，扩为周五刊；

2000 年 4 月下旬，再次被评为温州市优秀

报刊，是温州市惟一两次获此殊荣的县（市）党

报；5月1日，扩为四开八版；12月25日，国家新

闻出版署、省新闻出版局批复，本报编入国内统

一刊号（CN33—0102）。

国内统一刊号的获得，是对瑞安日报多年

辛勤耕耘的肯定，更是为其此后的快速发展，奠

定了良好基础。特别是在 2003 年，国家全面整

顿报刊，瑞安日报因为手持这么一张“王牌”，加

之瑞安经济、报业经营实力较强等条件，不仅没

有被停办，还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成功加盟浙江

日报报业集团，从此站在一个新的更高的平台，

迎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本报最近的一次改版，即去年的 4 月 18 日

的改版，是在新媒体时代扑面而来的形势下开展

的。

改版中新推出的每周六期的“微播报”、每周

三期的“议事厅”版面，就是本报加强和微博、网

络互动，实现全媒体融合发展的产物。

微博原文+微博图片+记者核实，新型的报

道形式出现在报纸上后，“微播报”这个版面迅速

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微博报料的都是网友自

己以及身边的人和事，经记者核实报道的都是跟

广大读者密切相关的人和事，报道虽都不长，但

见“微”而知著，反映的主题不小。本报还设置报

料激励机制，推出“瑞安日报—报料王”活动，开

展月、季、年度报料王评选和关注微博抽奖活动，

仅一个多月就有1300多名网友成为本报微博粉

丝，现微博粉丝近万名，日均提供有效新闻线索

20 来条。除微播报版面直接报道外，一些分量

较重的新闻线索成稿后，在“在现场”、“聚焦点”

等版面刊出。

“议事厅”这个版面，是改版前的原服务版的

一个栏目。从一个栏目变为一个版面，充分说明

本报对报网互动的重视。市纪委、市委宣传部和

本报在瑞安网上设置温州市首个网络问政平台

——“瑞网议事厅”，68 个部门入驻平台，一对一

回答网友提问，办理投诉建议。本报在报纸上推

出“议事厅”栏目后，真实地记录报道部门为网民

的答疑解惑。改版后，针对网民反映的复杂问

题，记者赶赴现场调研，和有关部门一起寻找对

策，为网民办事解难题。这个版面的推出，不仅

加速了有关老大难问题的解决，并促使网络问政

平台的发贴量大大增加，日均提高了三分之一。

这种报网互动的做法引起省内外媒体的关注，浙

江日报、光明日报予以报道，被认为是传统媒体

和网络媒体互动的成功案例。去年，我市被评为

全国网民意见办理先进单位。

改版中，和“微播报”、“议事厅”一起推出的

版面还有“有话说”、“温州垟”、“最新闻”、“百姓

事”、“远望角”等，单从这“三个字”的版面名称来

看，就更时尚了。本次改版还调整了版面字体，

启用方正公司新的字体，正文采用博雅宋，标题

采用兰亭黑，使报道易于阅读；分栏改成四栏，适

当增加留白，力求版面的“饱满”和“留白”达到协

调。“版面看起来更疏朗大气了。”很多读者说。

“实践永无止境，探索永无止境。每一次改

版都是认识上的一次飞跃，都是理念上的一次更

新。”徐德友说，创新是县（市）报业健康发展的不

竭动力。只有不断创新、与时俱进，才能使县

（市）报立于不败之地。

从“周报”到日报
复刊8年
全国公开发行

改版+扩版
打造市委满意市民喜欢的报纸

如果说，扩版是量的提升，那么，改版则是质的飞跃。统一刊号获得后，瑞安日报改扩版并重，特

别是在加盟浙报集团后，围绕“突出重点，简洁大方，规矩中寻求突破”的特点，平均每两年改扩版一

次，在前行中留下一串串美丽的足迹，现撷取其中最美的3朵“浪花”，以飨读者。

大报变小报 与国际流行版式接轨

大报大气，小报灵活，选择大报还是小报？

这是一道苏菲式的选择题。

2002 年元旦，瑞安日报由４开小报改出对

开大报，每周20版。

两年后的3月1日，瑞安日报改扩版，将原来对

开大报改成4开加长小报，每周扩至4开64版。

由小报变大报，再由大报变小报，这在外行

人看来，似有倒退之嫌。

其实，非也。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从报型上看，改版后的

小报再也不是以前的小报了。它是“加长小报”，

采用的是国际流行的窄报风格，板块结构更加分

明。我国很多都市报都在新一轮改版中不约而

同地选择了这种报型。“改版后的瑞安日报更时

尚了！”这是很多读者当时的肺腑之言。

“报纸形式上是由大变小，内容却由少变多，

由薄变厚。且这种报型便于版面内容安排，适合

阅读习惯及携带保存。”这是更多读者对改小报

后瑞安日报的评价。从每日的大报 4 版变为小

报 12 版，版面数增多后，给新闻和广告提供了更

大的舞台。舞台需要科学的安排和丰富的内容，

本报充分发挥县（市）报的地域优势、贴近性优

势，设立社会新闻和周刊版面，开辟《记者观察》、

《逛市场》、《瑞安人写真》、《新闻故事》、《记者调

查》、《街头巷尾》、《云江潮声》、《市井新语》、《玉

海楼》等栏目，反映来自基层的声音，反映广大市

民群众的生活，反映瑞安的历史发展变化。

特别在周刊版面设置上，围绕“新知、风尚、

文化”的特色，推出《教育》、《科技》、《健康》、《滋

味》、《阅读》、《影音》等若干专版，为群众及时提

供服务；广告部承办“生活、财富”周刊版面，设置

《汽车》、《财经》、《民企》、《安居》、《美食》、《品牌》

等专版，使目标读者在报纸上找到自己感兴趣的

专版，使广告回馈更趋于主动。

通过周刊的经营运作，不仅解决了原大报广

告刊载的难题，而且促进了新闻与广告、发行的

衔接和良性互动。改版后的第二年度广告营业

额突破千万元大关，发行量突破３万份大关。

“瑞安日报经历了由小报到大报，再由大报到

小报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是瑞安日报事业不断

发展的结果，也是瑞安日报报人不懈探索的成

果。”本报总编缉徐德友说，特别是2004年3月这

次由大报到小报的改版，形式上给人面目一新的

感觉，内容上新闻性、可读性、服务性显著增强，受

到广大读者的普遍好评。瑞安日报报业也由此进

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从版面到制度 深度改版带来脱胎变化

“变化真大，好看多了。”这是很多普通读者

对2009年3月30日这次改版的评价。

一张方形的新闻图片旁，配上一张半抠图，

一版整个版面的立体感和跃动感就跃然纸上。

“版面看上去更潮了！”很多读者说。

弱—渐强—强，这样三层楼式的主稿标题，

再配上垂直版式，各版简洁、直观、大方的风格浑

然天成。

这次改版不仅在版式上有所创新，在内容上

也来了一次“革新”，围绕本土化，在“贴近性”上

做文章。该次改版每周虽然仅增加 8 个版，但自

采版面由原来的 38 个增加到 57 个。瑞安人瑞

安事、瑞安人外地事、外地人瑞安事，每个版紧扣

“瑞安”两字做文章，就连国内外重大新闻也尽可

能做到本土落地。

“变化的不仅仅是版式，我们‘挖新闻的想

法’变了，‘抓新闻的角度’变了，‘做新闻的思路’

变了。”很多一线采编人员在改版实践中深有体

会。

为了巩固改版成果，本报专门修订《编辑手

册》，加强制度建设。本报加大考核分配制度改

革力度，大力改革绩效工资，设立总编嘉奖；编委

会接受集团考核，部门接受编委会考核，个人接

受部门考核；报社内部推行二次分配二次考核，

实行科室主任“管人、管事、管钱”三统一。推出

热线工作制度，专人值班接听热线，配备新闻快

车，使热线做到 24 小时快速反应。新员工进入

报社后，以“打擂台”方式参加采访报道，现场比

试，优胜劣汰；统一梳理原来制度，完善报题制

度、评报制度、谈版制度、重点报道策划制度、舆

论监督制度等，以制度管理人，以制度激励人。

内部流程的再造，支撑起改版的成功。“从版

面改革再到生产链全面梳理，从理念升级再到管

理创新，思路的变化带来版面的变化，版面的变

化带来理念的变化，理念的变化带来人的变化和

整张报纸的变化。”徐德友说，常改常新的改版，

既是瑞安日报弃旧扬新的过程，更是突破传统束

缚、实现科学发展的过程。

和微博、网络互动 新媒体时代下的革新

主报+杂志+周刊+网站+⋯⋯
全媒体之路越走越宽敞

如果你认为本报只有《瑞安日报》一个媒体的话，那你就OUT了。杂志《今日瑞安》、报刊《瑞

安新生活》、网站《瑞安网》，还有手机报、微信公众平台、户外新闻联播网⋯⋯本报近年来加快媒

体系列平台建设，“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的全媒体融合发展态势已经形成。

瑞安吹响迈向文化强市集结号的当年，一

本重点面向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发行的政经

类杂志《今日瑞安》面市了。

关注“两会”，美丽“半边天”，重点工程建

设，现代农业好前景⋯⋯自去年 10 月创刊以

来，月刊 《今日瑞安》 每期一组特别报道，

关注当月的热点问题，深度解读瑞安。今年3

月出版的这期杂志以三八国际妇女节为契

机，从市委副书记陈胜峰对妇女工作的期

盼、市妇联让半边天空更加美、瑞城女同胞

共度缤纷“三八”节、飞云江畔的美丽身影

等，多角度、多维度地关注新形势下的妇女

工作，展示新时代的女性风采。该期杂志被

市妇联作为资料，在其3月底举行的换届会议

上分发，得到广大女性同胞的称赞。

“成为一面旗帜，弘扬时代主旋律，展

示发展成果；成为一个纽带，下达政情，上

传民意；成为一个窗口，记录瑞安人拼搏、

创新、发展的步伐，展示瑞安悠久的历史和

灿烂的文化。”这是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管秀

云在本刊创刊词中对本刊提出的要求，也是

本刊不断努力的方向。

如果说政经类杂志 《今日瑞安》 走的是

服务市级机关镇街干部路线的话，今年 2 月

22 日开始出刊的休闲类报刊 《瑞安新生活》，

走的则是面向大众的平民路线。

先锋榜、风尚潮、婚嫁街、格子铺⋯⋯

这是 《瑞安新生活》 设置的版面名称，很潮

也很酷。该周刊逢周五出刊，致力追求时尚

与生活相融、草根与贵族接气、时代与潮流

并进，全方位关照和关怀读者的时代生活，

内容涵盖衣食住行游玩和养生、理财、培训

等。

寻找最美微笑小天使、评选“最佳爸

爸”⋯⋯该周刊申请成功新浪微博@瑞安日

报-瑞安新生活后，结合儿童节、父亲节等节

日，加强周刊和微博互动，开展各类评选活

动，得到广大粉丝的支持。其中，“最佳爸

爸”评选活动共收到微博投票 1822 票、电话

投票43票， 8位爸爸最终“杀出重围”，成功

当选。“虽然只有8位父亲当选，但是每一位父

亲都是儿女心中的‘最佳爸爸’”这是 《瑞安

新生活》 倡导的理念。可以说，做一本有态

度、有情节的周刊，这是周刊始终坚持的。

杂志刊物：政经、休闲两条腿走路

新媒体：网站、微信、手机报等争奇斗艳

政经类杂志《今日瑞安》

微信公众平台

今年“两会”期间，我市户外新闻联播网（LED）现场直播会议盛况。

精彩版面

2007 年 7 月 27 日第一版获

中国县市区域报新闻奖版面类二

等奖。

2005 年 7 月 18 日第一版获

浙江省县市区域报新闻奖一等

奖。

2008 年 3 月 21 日，本报关注

我市全国人大代表尤小平的北京

参政之旅。

2008年8月25日，本报推出

“北京奥运”特刊。

2009 年 3 月 30 日，本报再次

改版。
2010 年 5 月 1 日，“看世博”

特刊第一版。

2012 年 11 月 3 日，本报的

“喜迎十八大。瑞安十年”系列

报道版面之一。

2012 年 10 月 1 日，本报出国

庆封面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