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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发展

1月27日，暖冬行动之“温暖
回家路”大型公益系列活动首站正
式启动。

3月15日至17日，“2013年
——济宁春季惠民车展”在市体育
馆举行。

5月29日，“牵手孤儿·与爱同
行”“爱心妈妈”结对帮扶农村孤儿
大型公益活动正式启动。

6月1日，2013报友网友游济宁
活动启动。

7月27日，2013 年全国高校招
生（专科专场）现场咨询会在市妇女
儿童活动中心举行。

11月18日，《济宁晚报》热线电
话2210000与市住建委12319热线联
合推出“寒冬问暖联动热线”。

1月21日，本报对济宁白血病患儿小
简宁到省城圆梦、治病的经历进行跟踪报
道，在幼儿园老师和小朋友们的陪伴中，小
简宁提前度过了患病后的第一个生日。

3月 12日，本报记者街头民调“三
难”，“脸难看”最惹人烦，“门难进”“事难办”
得到有效化解。

5月26日，《济宁晚报》微信公众号开
通。

7月16日，本报第三季“快乐小报童”
欢乐起航，小记者走上街头卖报。

11月20日，济宁市小记者团首个小
学记者站正式揭牌成立。

12月25日，济宁市小记者团首个中
学记者站揭牌仪式在济宁学院附属中学举
行。

2011年

2013年

2014年

1月15日，本报发起“划出自己的2015年愿望清单”互
动活动。

2月27日，面向市民征集维权线索。

6月29日，济宁晚报编辑部被授予市委市直机关第三
批“共产党员先锋岗”。

10月23日，面向市民征集“不文明现象随手拍”作品。

11月12日，网红萌娃小玉玉来本报采编大厅做客。

12月26日，济宁市小记者团“圆梦之行”走进校园。

2015年

本报记者 万德龙 苏茜茜 王艳茹 李胜男 刘伟栋 李凤鸾

1月4日，12名萌宝登上2016年首期《济宁晚报》。

6月25日，2016年大型高校招生现场咨询会（本科专场）在
济宁运河宾馆举行。

7月18日，策划“共创文明城，秀出你的金点子”，欢迎广大
市民拨打热线电话2210000“支招”。

10月26日，济宁首届争当金融微笑天使颁奖盛典举行，张
姝摘得“最美微笑天使”桂冠。

2016年

11月9日，策划“和晚报记者一起走基层”。

11月26日，小记者健康行——走进市第一人民医院。

12月2日，邀您评出“最厌恶的交通陋习”。

12月11日，“跨越万里的温暖”爱心征集活动。

1月1日，本报记者与爱心人士来到启音聋
儿言语康复中心，与听障儿童一起包水饺过新年。

1月4日，策划“致敬温暖济宁新闻人物”特
刊。

1月12日，《济宁晚报》《鲁中晨刊》联手帮
援越老战士圆梦。

4月8日，《济宁晚报》拍客团正式成立。

4月14日，高考公益讲座火爆开场。

4月21日，“爱在济宁”春季万人相亲会在
杨桥绿地公园举行。

6月16日，《济宁晚报》车友会正式成立。

7月11日，《济宁晚报》暑期卖报小行家活
动启动。

9月16日，《济宁晚报》创刊一周年暨济宁
市小记者团成立。

2012年

4月20日，济宁报业金融首届济宁百万车主最信赖车险品牌名单揭晓。

5月22日，2017济宁晚报“心酒杯”万人公益相亲会在金宇家居城重装起航。

6月9日，策划推出2017年首届中国孔子幼教大会特刊。

7月17日，本报联合市慈善总会发起“牵手慈善助学行动”。

10月30日，本报携手全省都市报聚力纸媒发展，加入全省城市都市报合作联盟。

12月19日，济宁第二届争当金融微笑天使颁奖。

1月3日，推出《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我们心中有数》策划。

3月30日，发起成立中国报业小记者研学联盟。

6月12日，推出《改革开放40周年》系列报道特刊。

8月15日，联合《鲁艺》文学期刊、济宁市作家协会举办纪念改
革开放40周年“鲁宝祥通杯”征文活动。

1月28日，评选“十佳”“百优”小记者。

4月1日，推出《端信兖州》专版。

4月17日，开展“书香孔孟——我与书的故事”有奖征文
活动。

5月16日，本报荣获“2018 年度济宁市健康传播先进集
体”。

6月 5日，原创融媒栏目《甏视频》上线，推出《三国谈》
《风物济宁》《空间》等优质文化类短视频。

6月21日，推出深度报道专栏《五周刊》。

7月22日，联合市慈善总会发起“牵手慈善助学行动”。

9月30日，推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特刊。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月-5月，连续推出《抗疫专版》。

6月 22日，承办万州农特产品（济宁）推介会系
列活动。

11月 19日，济宁日报社召开融媒体建设暨《甏
视频·三国谈》专栏50期座谈会。

2020年

1月11日，联合市慈善总会发起“慈善助困·情暖
万家”捐助活动。

7月 1日，推出《光辉照我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特刊。

8月 3日，承办 2021“深化鲁渝协作 助推乡村振
兴”万州农特产品山东济宁专场推介活动。

2021年

1月4日，策划推出“2022心愿清单”通版报道。

6月24日，策划推出“山水圣城盛迎宾朋——喜迎 2022 山东省旅游发
展大会”特刊。

7月15日，文化和旅游部发布《关于确定12家旅游景区为国家5A级旅
游景区的公告》，微山湖旅游区名列其中，本报推出图文报道。

9月5日，本报四位编校人员留守单位，坚守岗位，刊发“疫情防控·你
我同行”“做到两统筹 夺取双胜利”等专刊专版。

2022年

5月13日，本报记者董绍进拍摄的短视频《独山湖》在全网转发量破5亿。

7月6日，济宁市小记者团普育回民小学实践基地揭牌。

8月10日，《济宁市小记者周刊》正式上线。

9月4日，《文化济宁周刊》正式上线。

10月9日，晚报全新改版。

11月12日，晚报承办的万州农特产品进山东暨万州文旅推介会圆满举行。

11月15日，《济宁老年周刊》正式上线。

2023年

2011年9月16日，
《济宁晚报》创刊。12年，历史

长河中的“弹指一挥间”，晚报记录着这座
城市的精彩蝶变。一篇篇稿件、一幅幅图片、一个

个版面、一条条短视频，见证了无数济宁人向着美好生活激情
进发，如涓滴入海，汇聚成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磅礴伟力。

时间是一种充满魔力的尺度。人们常因时间而感怀，不仅因为时光是忠实的见证者，更因它是伟
大的书写者。创刊12年，《济宁晚报》按照“本土就是主流、贴近就是力量、活动就是品牌、互动就是影
响”的服务宗旨，围绕党和国家重大决策部署，市委、市政府重点工作，策划创作出一批有影响力的主
题宣传报道。

以中国梦为主题，《济宁晚报》在重要版面、重要位置开设“奔跑的追梦人”“幸福是奋斗出来的”专
栏，讲述普通人不忘初心、追求理想的生动故事。树立窗口意识，精心策划省运会、抗战70周年、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等一系列栏目。“走进窗口看作风”，通过
对济宁多家部门单位调查暗访，推动窗口单位提高服务水平。筹集价值近百万元的爱心物资，开通英
吉沙专列，送到新疆儿童手中。发动社会捐建十余座、价值上百万元的蒲公英小屋，为农民工子女和
留守儿童撑起保护伞。与救助部门联手“为流浪者寻亲”，社会人士纷纷伸出援手，爱心温暖全城。常
年开设公益专版，讲述一篇篇温情故事，感受普通人的奉献和坚守。

平凡中见伟大，千千万万个你我汇聚成世界的样子。创刊以来，《济宁晚报》始终将人文关怀渗透
在细处、服务到实处，把“人”作为关心与关爱的出发点与落脚点。通过搭建全媒体服务平台，晚报记
者辗转于冬季供暖、夏日高温、上学就业、农贸超市的新闻现场。“当你看见我的时候，我和新闻在纸
上。当你未见我的时候，我和新闻在路上。”

千变万化的人物魅力，是新闻作品的灵魂。自2011年创刊以来，历年荣获“济宁市道德模范”“济
宁好人”“文明家庭”“新时代好少年”“济宁市三八红旗手”等荣誉称号的榜样人物，皆经《济宁晚报》首
发报道，成为新闻事件里当之无愧的主角。其中，不乏谢立亭、张宝芳、刘庆民、金茂芳等一批由《济宁
晚报》首次报道、独家亮相的榜样故事。

2014年4月4日，记者在越河街道办事处竹竿巷社区采访时发现了一件暖心事：时任社区书记的
张宝芳在记录本上记着上千个便民服务电话，水电维修、家电维修、化粪池清理，甚至周边各大药店、
旅馆的电话号码一应俱全。居民一旦遇到难题，随时都可以找张大姐咨询便民电话。由此，竹竿巷社
区的张宝芳成为《济宁晚报》的常客，她的故事经由记者的笔触，呈现在济宁市民面前。直到2022年5
月14日张宝芳去世前的一个多月，晚报记者就如何发挥志愿服务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这一问题，采写
了关于她的新闻报道。

2023年8月2日，《济宁晚报》头版独家报道了微山县93岁抗美援朝老兵李乐乡，连续9年助困帮
扶，累计捐出善款26万元的故事。可以说，由《济宁晚报》传播出去的温暖故事，汇聚成济宁这片大地
上不可或缺的磅礴力量，让无数济宁市民从中汲取到滋养内心的正能量。

2023年8月13日晚，由中国国家话剧院、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济宁市人民政府主办的“青年导演
创作扶持计划第二季走进济宁”在曲阜尼山圣境举行开幕式。戏剧《济遇·孔子》、舞剧《西游》、话剧《夜
行记》、《搭手飞人》等剧目在《济宁晚报》刊发系列报道，讲述剧里剧外的故事。

中国国家话剧院院长田沁鑫表示，包括儒家文化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也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

缘着传统文化脉搏，为传承弘扬具有本地特色的优秀传统文化，济宁在原创剧目上不断
探索，坚持传统“看家戏”和新编“原创戏”两条腿走路，展现济宁艺术创作成果和精神风

貌。《济宁晚报》聚焦原创励志儿童剧《梦回三迁路》、具有浓郁济宁地域特色的现实题
材剧目《荡起双桨》、首部长征题材儿童剧《长征路上的少年军》、山东梆子《梦圆黄

河滩》等剧目，通过系列报道展现了济宁深耕沃土、硕果累累的文化“两创”
景象，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散发的持久魅力与风采。

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搭建交流互鉴、合作发展的桥梁，更好地推
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杂技滑稽作品《岁月》获中国

杂技最高奖“金菊奖”，填补山东省23年空白；全国出版
发行首部抗战志《济宁抗日战争志》正式出版，330

个立传人物照亮我们前进的路……一场场精
彩的文化盛事，一个个独特的文化符号，

由《济宁晚报》传递出去，让那些闪
耀着璀璨光华的文化走向全

国，走向世界。

一城精彩浸纸上
——《济宁晚报》，咱济宁人自己的报纸

本土就是主流 贴近就是力量

独家首发接连不断 讲述最美济宁故事

记录城市风华 传递济宁声音

全媒体时代，引领媒体融合纵深发展，成为纸媒发展的重要方向。《济宁晚报》不断加快融合步伐，
推动“主力军进入主阵地”，以内容建设为根本，用全媒体扩大主流价值影响，努力推动党报媒体融合

“破圈”。
2019年6月，《济宁晚报》开发《甏视频》短视频产品，制作发布新闻类、文化类短视频。同期开发今

日头条号、企鹅号、抖音号、海报新闻、H5、现场云等新闻产品，多平台融合发布新闻，增加了传播力和
多重影响力。《三国谈》栏目是一档讲史类栏目，为《甏视频》的子栏目，至今已经播出正片194期，该栏
目先后获得济宁市好新闻奖一等奖、济宁市社会科学普及优秀作品奖、山东新闻奖媒体融合作品三等
奖等十余项省市级荣誉。

今年5月中旬，《济宁晚报》原创新媒体短视频《大美微山湖》系列作品中，由记者董绍进拍摄的《独
山岛“水下森林”》短视频经新华社、人民视频、央视频、中国青年报等中央级媒体及省内外数十家媒体
平台广泛转发，浏览量突破6亿，引发良好的社会反响，提升了济宁在全国的美誉度。

如果说《济宁晚报》新媒体内容领域布局发挥了较大的示范引领作用，以内容优势赢得发展优势才
是关键所在。新闻短视频《六旬老人身陷困境 90后辅警跳水救人》通过报纸、《济宁晚报》官方微信、
微博、现场云全媒体进行报道后，引起社会关注和热议，稿件第一时间被新华社采用。

一张年轻的报纸，如何在当下激烈竞争的全媒体时代打开局面，彰显个性，亮出自己的品牌？为
此，《济宁晚报》在创刊之初，报社党委就确定了以活动促进品牌影响力的办报战略。十二年来，由晚
报主办、承办的万人相亲会、中国报业小记者研学联盟、金融微笑天使、高校招生咨询会、文旅推介会
等各类社会活动达20多场次，不仅丰富了市民文化生活，还推动了我市金融、文化、教育等事业发
展。

《济宁晚报》前身《都市晨刊》成功举办了我市历史上第一次万人相亲会，一经推出就取得了令人瞩
目的成绩。应广大市民要求，2011年，《济宁晚报》创刊之后，相亲盛会再次扬帆起航，并成功将“爱在济
宁”的品牌升级为“万人相亲大会”的金字招牌，至今成功举办了10届，吸引数十万市民共襄盛举。该
活动已经成为济宁档次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历史最为悠久的公益相亲盛会，无数单身男女通
过相亲会相识、相恋，并走入婚姻殿堂。

2018年4月2日，11个省、47家报业传媒集团的负责人共聚东方圣城曲阜，共话报业发展，共促研
学游产业提升。由济宁晚报社承办的中国报业小记者研学联盟成立仪式暨“跟着孔子去研学”中国报
业小记者研学旅行产品推介会举行，并成立全国各地报社小记者研学联盟。

常新，故而历久。
自2011年创刊以来，《济宁晚报》始终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深耕本土，立足民生，做有责任、有担

当、有思想、有温度的新闻传播者。十二年来，晚报坚守对“白纸黑字”的长情期待，运用全媒体手段，坚
持做好内容生产，在一线观察、在现场打捞，讲好济宁故事，传递正能量，聚合正向引导力。

厚重、时尚、贴近、关爱、深度，这是晚报的全新气质。为顺应新媒体时代的发展要求，晚报将
在内容、形式和传播路径上进一步改革优化，新闻服务化、内容深度化、策划专题化、栏目IP
化、视觉杂志化。创新推出周刊IP专题，周一“文化济宁周刊”、周二“民生周刊”、周三“济
宁老年周刊”、周四“济宁市小记者周刊”、周五深度报道“五周刊”。持续关爱“一
老一小”，用心用力用情办好老年周刊和小记者周刊，构建全社会支持帮助老人
和儿童健康生活的社会舆论环境。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在济宁这片气象万千的热土
上，万物孕育着勃勃生机。书写新时代，既是身逢盛世的荣光，也
是媒体应当自觉肩负的重任。作为时代的瞭望哨，社会的
守望者，新时代的媒体更应顺势而为、主动担当。新征
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惟其艰难，才更显
勇毅；惟其笃行，才弥足珍贵。

一纸的荣光，永远在前方。新时代
新征程，《济宁晚报》将继续奋力书
写济宁高质量发展的精彩华
章。

常怀创作之情 点燃融媒火花

以活动带动品牌 以品质塑造媒体

立足服务民生 一纸向深而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