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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 12月26日，这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
这一天，是毛泽东同志诞辰90周年纪念日。也是在这一天，创刊于1946

年5月1日、后因历史原因停刊的《济宁日报》复刊，济宁日报社成立。从此，济
宁报业的发展掀开了崭新的历史篇章。

复刊时，为4开4版，周2刊，报头为山东省知名书法家潘汉篪题写。复刊
伊始，报社在财神阁街原济宁市招待所（地改市后为市中区招待所）院内原《济
宁市报》旧址办公，计客房10间。

1984年 9月1日，济宁日报社迁至马驿桥街济宁市第二招待
所，借用平房两排、2层小楼1座，计客房27间。

1985年 1月，《济宁日报》改为周3刊；5月，报头改为集王羲之
手迹。同年，济宁日报社在红星东路刘庄村建设新址。

1987年 记者成岳的调查报告《曲阜古建筑火险隐患令人担忧》
由《农村工作》采用，中共中央书记处批示后，《农民日报》于8月6日在头版刊
出。省委负责同志立即做出批示。济宁市委、市政府和曲阜市委、市政府负责
同志十分重视，研究了进一步加强曲阜古建筑防火工作的8条措施。

10月，济宁日报社红星东路刘庄村新址落成，12月迁入办公。

1990年 1月1日，《济宁日报》改为周4刊。

1991年 1月1日改为周6刊，出版《济宁日报·周末刊》。

1992年 12月2日，改为大版、周六刊，并第一期试刊。

1993年 1月1日起，正式改为对开4版大报，周6刊，报头改为
集毛泽东手迹。

1994年 1月1日，改为周7刊，出版《济宁日报·星期天刊》；1月
5日，出版《济宁日报·圣地》专刊文艺副刊。

1995年 8月3日，出版《济宁日报社·鲁地大市场》专刊。

1997年 10月，增设《生活导刊》编辑部。

1998年 10月，经省新闻出版局、市委宣传部、市新闻出版局、济
宁日报社研究同意，市中区的《济宁州报》、梁山县的《梁山报》改为济宁日报地
方版。12月26日《济宁日报·生活导刊》正式创刊。

2001年 1月1日，《济宁日报》改为周7刊，对开8版。

2002年 1月1日，《济宁日报·社会周刊》创刊；2日，《济宁日报·生活周刊》创
刊；3日，《济宁日报·经济周刊》创刊，首期均为彩报。

10月，由济宁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和济宁日报社共同主办的作为济宁市一家具有采
编发一体登载新闻资质的大型综合性新闻门户网站——东方圣城网正式挂牌成立，其起点
为《济宁日报》电子版，是济宁市重要的网上新闻发布中心、公众信息服务中心，同时也是济
宁市网上新闻宣传和舆论导向引导的主要力量，是政府、企业通过互联网进行宣传和开拓市
场及招商引资的重要媒体。

2003年 9月5日，《济宁日报·房地产周刊》创刊。9月23日，《都市晨刊》创刊。

2004年 1月9日，《济宁日报·文化周末》创刊。

2005年 东方圣城网在全国地市报中率先开通手机彩信报。下半年，按照市
委、市政府关于文化名市建设的整体部署，济宁日报社被列为市首批文化产业改革试点单
位，明确规划建设济宁新闻大厦，列入“十一五”期间济宁市十大城市建设工程和十大文化设
施。

2007年 由于原厂址面积难以适应企业的发展，印刷厂迁至济宁市高新技术开
发区，同时购买安装了1台北人彩色轮转机、ECRM照排机、双面晒版机、虎丘冲片机，实现
了制版和彩色印刷的双路配置，生产设备完成了一次质的飞跃，成为报纸印刷的大型现代化
印刷厂。

2008年 5月25日，记者王雁南随山东志愿四川抗震救灾卫生防疫队出征。
7月24日至25日，记者李邦田、李晖、赵厚峰、康明、杨国庆等参加“2008北京奥运会圣

火山东省曲阜市传递”采访活动。
9月，记者杨国庆随济宁学院教育系师生援川队赴北川县擂鼓镇灾民安置点开展儿童心

理疏导及采访。
是年，济宁新闻大厦竣工。

2009年 夏，记者赵厚峰随济宁市慰问团赴四川北川县采访济宁市援川干部。
9月25日，东方圣城（济宁新闻）网率先实现无线视频直播《孔子世家谱》续修颁谱典

礼。当天，全运会火种灯抵达济宁。
9月底，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文化周末编辑部高永、李冬梅、赵京军、裴

存刚等策划推出60版《祖国万岁》特刊。
10月，记者丁永宏、赵厚峰、刘建业、杨国庆、康明、孙逊、山进等采访第十一届全国运动

会火炬传递和济宁赛区赛事。

2010年 《济宁日报》全面改版，分为A、B两大版块，对开8版，每周7期，同时开通电子版。

2011年 7月，东方圣城网搬迁至济宁新闻大厦。新购置了30余台服务器和交换设备，接入电
信、联通双线百兆光纤，为报社日常工作提供了网络支撑。网站投巨资打造了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多媒体
视频直播间，配备了各种灯光、视频切换台、视频监视器、调音台、高清摄像机等设备。

8月，济宁日报社迁至新闻大厦。
8月11日，成立济宁晚报社有限责任公司。
9月16日，济宁人自己的晚报《济宁晚报》正式创刊，结束了济宁没有本土晚报的历史。

2012年 6月26日，成立济宁东方圣城传媒科技有限公司、济宁东方圣城报业发行有限公司、
济宁东方圣城报业广告有限公司，加上原有济宁日报社印刷厂，集团经营架构已经形成。

10月，拟在济宁日报社基础上组建济宁报业传媒集团，起草《关于组建济宁报业传媒集团的请示》，制定
《济宁报业传媒集团组建方案》和《济宁报业传媒集团组织架构图》。12月4日，上报市委宣传部。14日，中
共济宁市第十二届委员会32次常委会议研究决定，同意组建济宁报业传媒集团。

12月21日，注册成立济宁报业传媒有限公司。12月26日，成立济宁报业传媒集团。至此形成《济宁日
报》《济宁晚报》、数字报、手机报、《创业之星》杂志和东方圣城网“四报一刊一网”媒体格局。

2013年 上半年，东方圣城网购置3台高清摄像机及9米摇臂，可满足直播间访谈和各种大型
室外活动。6月，开通济宁市首家手机新闻客户端《掌上济宁》。

至此，网站一网、一报、一客户端，涵盖论坛、博客、微博、微信等，形成立体化、多平台传播渠道。

2014年 新年伊始，报社将文化宣传列入年度重点工作任务，系统全面讲述济宁历史、文化，
体现地方党报在传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中应有的担当。

5月，东方圣城网网页改版，提升品牌形象及视觉体验，日访问量突破30万人次。报社新媒体矩阵初步
形成“报纸、网络、客户端、微博、微信”可读到可视、静态到动态、一维到多维的实时立体传播。

7月中旬开始，《济宁日报》《济宁晚报》寄发在济宁工作过的省、厅级领导。每天免费向机场和全市61
家星级宾馆饭店投送日报、晚报各30份。

8月1日起，《济宁日报》实施改版，强化深度报道，确保引导有力，提升服务水平。
年内以集团化为方向，按照“宣传和经营双统筹、双提升”思路，实施新一轮人事制度改革，一批青年编

辑记者直接走上中层正副职岗位。

2015年 创新办报内容形式，1版与2版固定为本市时政要闻版，集中报道市委、市政府重大决
策部署。《文化周末》《时评》《民生》等品牌影响力持续巩固。

集团20个微信公众号组成的矩阵发展迅猛，有5个微信号平均日阅读量在万次以上。东方圣城网微信
公众号粉丝30万，单期最高阅读量120多万，成为粉丝最多的地域移动网络平台，7月份全国地市新闻媒体
微信公众号排名第1名。《济宁晚报》官方微博粉丝量突破30万，“掌上济宁”手机客户端受众数量稳步增
长。孔子文化节首次通过东方圣城网微信平台“掌上直播”。

启动济宁日报社新闻大讲堂，对济宁日报社40岁以下青年编辑记者，定期开展采编业务及新媒体、融
媒体发展相关理论与实践讲授和培训活动。

2016年 深入开展“走转改”活动，编辑记者深入基层一线创作精品力作。

2017年 1月1日，《济宁晚报》全面改版，取消原有AB版块，内文字号调整至小五号，更好地
满足中老年读者需要。

3月，《济宁日报·文化周末2016阅读精选》（上卷《博雅》、下卷《风行》）出版。这是一部集权威性、史料
性、普及性于一体的纸媒时尚读本，受到海内外读者欢迎。5月20日，举办入选作者见面会。6月，中国科学
考察船“雪龙”号二副邢豪携带该书由上海启程，经北极中国科考黄河站至南极，将该书在长城站永久收藏。

联合石家庄日报社、邯郸日报社等9地市委机关报，开展“纪念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70周年沿线城
市党报联合采访”，历时20天，足迹遍布4省9市近30个县区230多个点位，累计刊发稿件200余篇、新闻图
片近500幅、专版80多个。

由本报承办的省市地报第24届好专版好专栏评选中，本报15件作品获奖，其中4件作品获一等奖。

2018年 4月，11个省份、47家媒体同仁齐聚曲阜，共同见证中国报业小记者研学联盟的正式
成立。本报同46家兄弟媒体签订合作协议，将济宁报业研学产品成功推向全国。

7月，服务于报社各媒体的全媒体策划采编平台即“中央厨房”初步建成，实现了报纸、网站、客户端、微
博、微信等多种渠道的采编与发布一体化。

9月，东方圣城网运用最先进的“云现场”直播软件，将央视中秋晚会、孔子文化节和尼山世界文明论坛
等“搬上云端”，三大活动累计浏览量突破100万人次。

年内报社党委重启停滞17年之久的职称评聘工作。

2019年 10月2日，《济宁日报》聚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庆典，推出4个整版的国庆
特刊，对盛大阅兵式、群众游行和联欢活动进行全方位、全天候报道。

策划“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特刊，刊发专版60余个，创收130余万元。
应对台风“利奇马”，《济宁晚报》通过“现场云”进行32小时不间断直播，点击量17600余次，被新华社

现场云平台作为应对台风直播优秀典型向全国媒体推送。
山东省报协召开的质量评比会上，《济宁日报》《济宁晚报》双双被评为全省报纸印刷质量精品报。

2020年 组成14人的对上报道攻坚专班，《图片新闻·空中作业》《一桥飞架微山湖两岸》等7
幅作品被《人民日报》头版、要闻版选用，《基金跟着项目走围着项目转》在《大众日报》头版头条刊登并配发
评论。全年在省级以上媒体发稿80余篇，提前3个月完成全年任务目标。

记者杨国庆入选“山东战‘疫’最美新闻工作者”25人名单，记者宋仪凯荣获全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
进个人称号；记者张彦彦入选“防疫战疫好青年”10人名单，成为唯一一名获此荣誉的非医务工作者。在市
委宣传部组织的抗疫宣传好新闻评选中，共设2个特等奖，报社2名记者获奖。赵书茜荣获创建第六届全国
文明城市先进个人称号。

2021年 对上报道攻坚专班采制的图片新闻《乡村振兴的齐鲁画卷》《济宁供电部门工作人员
顶酷暑建设110千伏曲铁线》《物畅其流 活力迸发》等4幅作品，被《人民日报》头版、要闻版选用；《让传统文
化与新时代文明实践交相辉映》在《光明日报》头版头条位置刊发，《济宁依托优秀传统文化激活文旅融合内
生动力》《济宁实施生态修复重塑绿水青山》《济宁实施“企业攀登”工程赋能高质量发展》等在《新华社·高管
信息》大篇幅报道。

联合市委市直机关工委、市委网信办重磅推出“红动济宁 我心向党”讲党史故事活动，以100个人讲述
100个党史小故事为主要形式，线上线下同时开展全景式回顾党的伟大历程和辉煌成就；开展“全市机关讲
党史故事优秀讲解员评选”活动及“红动济宁 我心向党”全市机关讲党史故事现场汇报展演，“学习强国”山
东学习平台、“灯塔—党建在线”及今日头条作专题报道。

《儒风论语》网评专栏获得山东省好新闻奖、济宁市正能量网络精品奖，中央网信办简报发文推广。开
展“欢迎来我村看看——大型融媒体网络扶贫公益平台”扶贫公益项目，被新闻出版署的新闻出版集团授予
全国新闻出版媒体融合创新项目，并获得山东新闻奖媒体融合奖。

2022年 《济宁日报》《济宁晚报》推出“党的二十大特别报道”专栏专版，开设“二十大时光”
“二十大综合报道”“二十大进行时”专栏，受到省宣传舆情研究中心表扬。报社所属网站、新闻客户端、官方
微信微博、今日头条、抖音、视频号等新媒体24小时不间断刊发和转发相关新闻稿及短视频。“‘掌上济宁’
客户端将党的二十大报道置顶，引人注目”“《济宁晚报》官方微博转发《人民日报》视频，展现了根据党的二
十大报告描绘出的未来中国AI（人工智能）场景，令人耳目一新。”均被省宣传舆情研究中心表扬。

10月11日《人民日报》头版、10月15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头版，先后刊发本报记者杨国庆关于我市推
进内河港口智慧化建设的新闻图片，对深入宣传我市以“多式联运”新模式引领港航产业发展作了生动展
示。通讯《让千年文脉焕发全新神采》在《光明日报》头版头条位置刊出，大量稿件被《半月谈》《中国经济时
报》《新华社·高管信息》《中国社区报》《中国县域经济报》等选用，《聚焦“制造强市”推动城市转型》在大众日
报头版头条刊发。

“一网一端N号一户外”融媒矩阵及《孔子爷爷说文明》动漫公益剧，被评为全国地方党媒深度融合创新
项目；“习语润儒乡”百姓宣讲云直播平台，获全国报业技术赋能媒体融合优秀案例；设计制作《孔子爷爷说
文明》原创动漫系列剧，抖音点击量100万+，被新浪、网易、搜狐、凤凰新闻等各大媒体转载，在市区户外大
屏、公交车上广泛传播。报社“欢迎来我村看看”大型融媒体网络扶贫项目，获中国地市报研究会“全国地方
党媒融合发展创新优秀项目”。

2023年 市委书记林红玉3次批示市委办，将济宁日报社工作经验发《今日信息》，并分别就
济宁日报社承办的“东西问·中外对话”分论坛和报社内参报道作批示肯定。

5月，晚报记者董绍进原创作品“微山湖、独山湖”系列爆款短视频，传播量突破 5 亿，创造了我市新媒
体作品传播量最高纪录。

6月，编印颁行《济宁日报编校质量手册》，开展编校质量阅评，严格落实出版（发布）流程，严格执行三审
三校制度，配强人员力量，扎牢第一读者防线，守好党报舆论阵地。

累计举办新闻大讲堂、领导干部上讲堂等活动40余场，邀请有关领导、省内社内资深媒体人举办研讨
和讲座，线上线下相结合，提高记者编辑的理论政策水平和业务水平。

自9月起，组织实施了隆重、热烈、简朴的《济宁日报》复刊40周年庆祝活动，推出128版《济宁日报复刊
40周年全媒体典藏特刊》，制作融媒体作品。

11月11日，黑龙江省大庆市读者、中国资深航天模型专家杨长德为《济宁日报》复刊40周年设计制造
的“JN—23”航天模型火箭在大庆成功发射，经由网络模拟飞行至济宁报业大厦上空，象征着大庆各界读者
的深情厚谊。

到12月26日，连续刊登来自全国各地的“《济宁日报》复刊40周年‘40年，我与《济宁日报》’”征文14期
48篇，评出特等奖、一二三等奖和优胜奖。 （成岳 汇编）

大事记 □编辑 成岳 视觉 黄遵峰 校对 毕永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