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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应为大别山区扶贫鼓与呼

———访驻马店日报社党委书记、社长刘根社

“大别山这块热土，在我们的记忆里
都有非常深刻的东西， 她为中国的解放
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现在到了我们该

回报她的时刻了！”昨日一见面，驻马店
日报社党委书记、 社长刘根社饱含深情
地说。

刘根社说， 大别山这片热土过去养
育多少热血儿女，他们为中华民族的解
放事业抛头颅、洒热血，做出了不可磨
灭的贡献。如今，大别山地区的经济发
展明显落后于沿海发达地区，因而也给
我们大别山地区的媒体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现在，中央非常重视大别山地区
的经济发展， 去年， 国务院批复同意
《大别山革命老区振兴发展规划》，这
给我们大别山地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
千载难逢的机会，所以作为大别山革命
老区的媒体，更要有责任和义务为大别
山革命老区的脱贫攻坚工作鼓与呼。今

天，信阳日报社牵头组织的大别山地区
党报集中采访活动，可以说是与国家加
快发展大别山地区的思路一致，与大别
山地区各个地市党委政府的发展愿望
一致，与大别山地区老百姓的民生意愿
一致，与大别山地区各地市媒体新闻报
道视角一致，因而，希望参会的各地市
媒体都能为大别山地区的脱贫攻坚工
作鼓与呼， 共同促进大别山地区的发
展。

谈到对信阳的印象，刘根社说，信阳
近年来发展很快，亮点频现，尤其是脱贫
攻坚工作成效显著。 他表示在信阳采访
期间要多走多看，大家多交流，互相取长
补短， 以此促进大别山地区脱贫攻坚工
作向更高的目标迈进。

助力扶贫 新闻工作者任重道远

———访皖西日报社党组书记、总编辑吴前俊

“在这里要感谢信阳日报社同仁倡
导提出的建立大别山革命老区党报联席
会议制度，并为此付出的辛勤劳动。大别

山党报联盟的成立， 对于宣传贯彻大别
山革命老区的重大决策，引导广大干部
群众增强抢抓机遇的紧迫感、责任感和
使命感，增强科学发展、加速跨越的积
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必将发挥重大
作用。” 皖西日报社总编辑吴前俊昨日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即将建立的大别
山革命老区党报联席会议制度给予了高
度评价。

2015

年， 大别山革命老区人民渴盼
已久的大别山区域发展上升为国家战
略。吴前俊说，面对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大别山革命老区作为后发地区，要实现科
学发展、加速跨越，使老区人民早日过上
富裕幸福生活的历史使命，必须调动全区
域各界各方面的积极性，形成聚精会神搞

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强大合力。可以
说，我们的发展任务将会越来越重，发展
前景也会越来越好。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大别山革命老区的广大新闻工作者也将
肩负着更加重大的历史责任。

吴前俊认为，如今，站位区域合作的
大背景下，着眼报业发展的新格局，顺应
媒体融合的新趋势， 我们更应该不负这
片神圣山水的滋养， 共谋发展、 共赢未
来。他提出三条倡议：第一，建立总编辑
定期会晤制度。每年底或年初聚会一次，

交流发展经验，分析发展形势，共商合作
大计。第二，建立采编、经营、管理多层面
论坛。互相学习、借鉴，具体落实总编辑
会晤成果。第三，结合“走转改”，建立编
辑、记者业务交流机制。

生态旅游扶贫大有可为

———访安庆日报社党委书记、社长、总编辑刘刚

“地处大别山区的贫困县自然生态
环境优越，最大的优势就是生态

,

这也是
大别山区最大最具潜力的品牌。 实践证

明， 生态扶贫是造血式扶贫， 脱贫步伐
快，农民收入增加明显，而且返贫率低，

是推动精准脱贫的重要抓手。”安庆日报
社党委书记、社长、总编辑刘刚昨日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对生态扶贫尤为看重。

刘刚介绍说， 大别山连片特困地区是
国家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当前，如何抓
住国家扶贫开发政策的良好机遇， 利用贫
困地区丰富的旅游资源优势， 打赢脱贫攻
坚战， 成为摆在大别山贫困地区面前的一
个新课题。

2015

年， 安庆通过盘活绿水青
山，走上了生态旅游脱贫的新路子。如今，

各地旅游脱贫的脚步还在继续向前迈进。

充分发挥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
势，激发贫困地区的内生动力，实现脱贫
致富，大别山区大有可为。刘刚认为，实

施生态旅游扶贫， 一要积极挖掘整合旅
游资源，构建“全域旅游”大格局，要进一
步冲破地域局限，依托著名景区、景点，

发挥旅游城市的辐射作用和发散效应，

提升整体品牌和影响力。 二要坚持保护
与开发并重，推动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

做好规划与保护， 积极探索有利于协调
解决好开发商、农民、游客等各方面利益
关系的乡村旅游开发模式。 三要提升旅
游业文化内涵，增强旅游产品附加值，可
以大力挖掘、开发特色旅游产品。四要突
出主题，在“专”“特”“优”上做文章，按照
不同区位优势和客源市场，利用水利、农
业、林业、交通及新农村建设项目等优势
资源，开发避暑、健身、漂流、农事体验等
不同的旅游产品。

加强交流合作 共促事业发展

———访黄冈日报社副社长、副总编辑占焕军

湖北的黄冈和河南的信阳山水相
连，无论地理位置，还是社会交往，都有
着紧密的联系， 信阳与黄冈都是大别

山革命老区振兴规划的核心区之一，

两市还签订了《推进大别山革命老区
振兴发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参加大
别山革命老区党报“精准扶贫看信阳”

采访活动的黄冈日报社副社长、 副总
编辑占焕军一提起两地的关系， 感觉
就拉近了距离。他说自己是第一次到信
阳，刚进入信阳新区，就感觉城市规划、

城市绿化非常大气，城市建设也是大手
笔。

谈到媒体融合， 占焕军介绍道，黄
冈日报社近年来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
进展。

2015

年成立了黄冈传媒中心，有
独立法人代表， 有独立的银行账户，新
闻采访、广告经营也独立运作，当年经
济收入就达到了

400

万元， 实现了开门

红。 在新媒体发展方面， 打造了采编
“中央厨房”，把日报、晚报、新媒体的
部分记者资源整合起来， 成立了大采
访中心，对重大选题集中策划，集中采
访，立体传播，资源共享，根据情况二
次创作，扩大传播效果。

占焕军告诉记者， 建立大别山革命
老区党报联席会议制度是一个非常好的
事情，因为每家报纸都有长处，大家通过
这一新的平台，互相学习，加强合作，面
对新常态，找到解决问题的新办法，抱团
取暖，形成强大的合力，促进事业共同发
展。通过这个活动，我们也可学习信阳精
准扶贫的好做法、好经验，向黄冈宣传、

推介。以后大家还可以进行异地采访，加
强多方面的合作。

□

本报记者刘翔

□

本报记者向炜

聚力大别山区脱贫是党报之责

———访孝感日报社总编辑胡光辉

“信阳和我们孝感在地域上很近，是
邻居，是亲戚，这一次我来走亲戚啦！”如
约见到孝感日报社总编辑胡光辉， 和蔼

可亲的他笑着告诉记者，“第一次来信
阳，这里蓝天白云、树木环绕、青山绿水
的生态环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信
阳的城市建设很大气！”

胡光辉说：“大别山革命老区振兴规
划，自去年上升为国家战略后，给大别
山地区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特别是给
革命老区带来了福音。怎样把这个国家
战略用好，让这个战略落地，来真正促
进大别山革命老区的振兴和发展，我觉
得需要多方面的努力。作为党报这样的
主流媒体， 应该肩负起更重要的责任。

这一次大别山兄弟地市报都过来了，大
家利用联席会这个平台相互学习、沟
通、交流，共同为大别山区精准扶贫发
力，挺好！”

胡光辉认为， 在脱贫攻坚战中，地
市级党报应发挥优势， 从两个方面发
力： 一是从精神上， 扶贫要先扶智，作
为媒体要弘扬正能量，挖掘出一些通过
艰苦奋斗实现脱贫致富的好典型，起到
引领示范的作用。二是作为主流媒体的
党报，要结合当前和当地实际，找准着
力点，在做好自身工作的基础上，凝聚
社会共识和合力，更好地助力精准扶贫
工作。

采访最后， 胡光辉告诉记者：“希望
下次有机会再来信阳， 相信这座美丽的
城市会带给我更多的惊喜。 也欢迎信阳
的朋友到我们孝感去做客， 大家互相学
习、交流，齐头并进，一起为整个大别山
区的发展做出新贡献。”

□

本报记者马迎春

□

本报记者黄铎

同采一山茶 共叙发展情

———访随州日报社副社长后勤

“我们希望搭上信阳毛尖的品牌快
车，让随州的车云山茶走向四方。”

4

月
22

日， 随州日报社副社长后勤对记者说，

“信阳、随州共有车云山，两地路相通、车
相连，我们亲如一家人。”

登上位于信阳毛尖主要产区的车云
山，南望便是湖北随州，是典型的一山连
两地、两省共一山。山北的信阳毛尖驰名
全国，声名远胜山南随州的车云山茶。

后勤说：“信阳毛尖因信阳适宜的自
然环境而品质优良，可谓茶以地兴，信阳
也以信阳毛尖而在全国知名， 又是地以
茶名。随州车云山茶场有上万亩茶园，有
着和信阳毛尖一样的生态环境， 我们期
望和信阳毛尖抱团经营、 共同发展。这
样，一方面车云山茶走出深闺，带动茶农
致富，以茶实现精准扶贫；另一方面信阳
毛尖也多了一个高品质茶基地， 得以发
展壮大。”

后勤带着资源共享、 互利共赢的想
法来到信阳，刚一下车，便被信阳阔大的
城市面貌所折服。

“城市面貌是大手笔， 道宽路长，典
型的高起点、高规格。”后勤说，“信阳是
老牌的地级市，面积大、人口多，城市面
貌蓬勃向上、有朝气。”

后勤也关注到了《信阳日报》 的风
格，“务实沉稳、稳中趋变”是他给出的评
价。时下，多媒体充斥人们的感官，作为
媒体人， 后勤对平面媒体的发展也有自
己的看法。“报纸还会复兴， 报人要守住
阵地。”后勤说，“一是要接地气，以深度
报道树立报纸对舆论的引领和指导。二
是担起社会道义， 要有切实的批评和监
督报道。”

□

本报记者马童

大别山区要抱团发展

———访襄阳日报社社长助理王志强

“信阳毛尖名不虚传，虽未至此，心向
往之。”昨日下午，面对记者的专访，襄阳
日报社社长助理王志强聊起信阳毛尖时
满脸悦色。令他更没想到的，则是这个豫
南茶乡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进入信阳新区，就有种豁然开朗
的感觉。信阳这些年的变化真是太大了！

参加此次活动，我们不仅要‘看信阳’，更
要把一些好的做法和经验推广到襄阳

去。”将军故里、南北通衢、宜居之城……

说起信阳的“古”与“今”，王志强信口拈
来。“我们同属大别山革命老区， 抱团发
展、共同脱贫是我们一致的追求。作为党
报， 为大别山革命老区振兴发展鼓呼呐
喊、助威添彩，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谈到精准扶贫，王志强认为，因户制宜、

因地制宜才是根本，“具体到每家每户，

都要根据实际情况因户施策， 这样才不
会造成资源浪费。”

作为资深媒体人， 王志强对当前传
统媒体的转型也有独到的见解，“媒体融
合不仅是形式上的创新，也要坚持‘内容
为王’，我认为‘用户至上’才是媒体融合
发展的本质和核心。 党报在其中扮演的
重要角色就是持之以恒地弘扬主旋律、

传播正能量。”

对于未来两天的活动安排， 王志强
充满期待，“早就听说光山县的扶贫开发
工作独树一帜， 红城新县不仅历史文化
厚重，美丽乡村建设也多有亮点。风景这
边独好，我很期待！”

聚大别山区党报之智 助革命老区脱贫之力

□

本报记者黄宁

新媒体助力扶贫更精准

———访南阳网副总编辑黄术生

“精准扶贫工作是我们新闻媒体宣
传工作的重点， 新媒体平台在大力促进
精准扶贫工作上是大有可为的。”

4

月
22

日下午，参加大别山革命老区党报“精准
扶贫看信阳” 采访活动的南阳网副总编
辑黄术生说。

黄术生告诉记者，在精准扶贫宣传
工作上，除了纸媒、电视台等传统媒体
外，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平台起着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通过网站和手机
新媒体平台， 同为大别山革命老区的
信阳和南阳两地， 可以畅通无阻地交
流信息，彼此分享精准扶贫工作经验，

加强两地之间的交流。 新媒体在宣传
精准扶贫工作上有多平台多方式，通过
微博、微视、微信、手机报以及手机客户
端，可以更精准更全面地向读者传递精
准扶贫信息。新媒体平台不仅要在第一
时间传播精准扶贫工作动态， 更要挖
掘、总结精准扶贫工作中的好经验好办
法，将这些高效的脱贫致富经验传播到
千家万户，让更多的大别山革命老区群
众受益。

“这次大别山革命老区党报‘精
准扶贫看信阳’采访活动是非常好的
交流平台，大别山革命老区的媒体可
以加强交流互动，形成各地市之间的
纸媒互动、新媒体互动、纸媒新媒体
互动，从而聚合力量，共同强力推进
大别山革命老区脱贫致富。” 黄术生
说。

□

本报记者周亚涛

媒体融合有利扶贫宣传工作

———访长江网政务中心主编齐云

“从武汉坐高铁到信阳，只用了
40

多
分钟。虽然两地不在一个省份，但是地理
位置和历史文化都十分相近。”

4

月
22

日
下午，参加大别山革命老区党报“精准扶
贫看信阳” 采访活动的长江网政务中心
主编齐云说。

齐云告诉记者，一下火车，就感觉
到信阳的空气十分湿润， 办完入住手
续后，她还走出酒店到附近转了转，觉

得信阳的空气质量非常不错， 很适合
在这里“洗洗肺”。信阳不仅山水秀美、

环境优良，更是一座红城，革命年代有
数十万优秀儿女为解放事业而浴血奋
斗，这和武汉提倡的城市精神“敢为人
先，追求卓越”很相近。对于大别山革
命老区面临经济发展滞后的现状，我
们都需要发扬团结奋进、 勇当前锋的
大别山精神，借助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文
化资源，协同打赢大别山革命老区脱贫
攻坚战。

“媒体融合是现阶段媒体发展的大
趋势，新媒体除了要利用微博、微信、手
机客户端等平台外， 还要在报道形式上
运用图文、

H5

页面、 信息可视化等传播
手段， 更精准更及时地宣传精准扶贫工
作。这次大别山革命老区党报‘精准扶贫
看信阳’采访活动，让我们纸媒和新媒体
聚在了一起， 促进了新旧媒体之间的交
流融合， 更有利于全面宣传精准扶贫工
作， 促进大别山革命老区共同脱贫致
富。”齐云说。

□

本报记者周亚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