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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载，岁月砥砺风采绽放；圣人故里，豪情激
越谱华章。

四十载，媒体形态沧桑巨变；古运河畔，报人匠
心终未改。

广告业是对改革开放反映最迅速，也是解放思
想最早的行业之一。1979年之后，全国广告市场重
新打开，主流媒体开始探索市场化、企业化运作，比
如加大版面、刊登商业广告、创办专注市民生活的都
市报等。作为地方主流媒体的《济宁日报》复刊伊
始，顺应并得益于伟大的时代，广告经营事业如快马
加鞭，似劲风鼓帆，沿着改革与发展的方向，向着做
大做强的目标，一路艰辛耕耘，一路求索进取。
沿着报业发展的时空隧道，回望经营创收的发展历
程，不禁感慨万千。媒体形态不断变化，由单一报纸发
展为全媒矩阵；经营模式推陈出新，在济宁日报社基础
上成立了济宁报业传媒集团。唯一不变的是，济宁报
人们从未停止在市场化道路上的探索步伐。

回望 披荆斩棘踏歌前行

1979年1月4日，《天津日报》刊登了一条天津牙膏厂的广告，
这条看似不起眼的豆腐块，开启了全国媒体的市场耕耘之路。

20世纪80年代，像全国媒体一样，济宁日报社成立之初也是一
穷二白，各种资源非常匮乏，做广告是为了求生存，解决生产成本问
题。

1984年末，迎来复刊1周年的济宁日报社，正式挂上了广告信
息部的牌子，最初编制只有两人。但难能可贵的是，它迈出了广告
经营的第一步，奠定了要靠市场来求生存、谋发展的基调。

1993年初，报社广告部实行了新一轮竞岗，广告信息部也变成
了广告部。

2001年12月，为适应新的市场形势，报社党委对广告部进行了
深度整合，重新竞争上岗，提出“活动带动”战略。

2004年金秋，济宁日报社首次推出了《孔子文化节特刊》，这是
一次极具创新的尝试。结合区域内重大活动、节庆进行宣传策划，
借势推出内容丰富的节庆特刊、专版，在提高媒体影响力的同时，集
中优势增强广告投入力度，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最大化。这种
创收模式沿用至今，仍发挥着重要作用。

走向巅峰之后，报业在2005年之后出现了“拐点说”“寒冬说”，
数字化转型成为全行业的关键词。

面对瞬息万变的形势,济宁日报社主动突破城市党报发展瓶
颈,由单一广告经营向多种经营转型,由“内容输出”向“模式输出”
转型,由粗放经营向精细化管理转型,开启一条符合自身实际的经
营转型之路。创收能力和管理水平在周边5个兄弟报社广告经营
中名列前茅。

报社党委围绕“立足报社，面向市场，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宗
旨，策划举办“济宁万人相亲会”、“高考咨询会”、春秋季房车展、济
宁商贸发展论坛等各种活动。一些策划活动通过数年精炼升华，在
产生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已经成为市民生活中津津乐道的焦点话
题和丰富济宁区域文化的城市品牌。

整合 策划发力逆势增长

2011年9月16日，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济宁晚报》正式
创刊。

2012年12月26日，经市委批准，在济宁日报社的基础上组建
济宁报业传媒集团。

济宁报业传媒集团与济宁日报社实行一套班子、两块牌子。济
宁日报社为市委直属事业单位，所属各媒体主要负责新闻宣传、舆
论导向、媒介管理，承担意识形态属性；济宁报业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下设四个子公司，分别是：济宁晚报社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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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主要负责媒体市场运
营事宜，承担产业属性。

一场影响深远的文化体制改革，把济宁日报社推向全新的发展
历程。

报业传媒集团大旗下的广告经营事业，通过大力整合有效资
源，进行产业化运作，形成了以广告信息产业为主，多元化产业运营
并存的发展格局。日报广告中心不断向晚报广告经营部门“输氧造
血”，把成熟的广告经营策略引入到晚报广告经营中，充实日报精英
广告人才到晚报。在报社党委的领导和全体广告人的奉献中，济宁
晚报广告经营如植根于丰厚沃土的新芽，迅速成长。

2013年，报社党委重新完善了广告经营方案，在广告承揽、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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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分配、价格体系、抵物管理、客户资源管理、广告审核、专版编辑等
方面更加细化，更富针对性和可操作性。通过细分市场完善制度、
创收与清欠并重，实施活动和大客户战略、人才战略等系列举措，广
告经营逆势增长，再次迈上新台阶。商家客户紧密结合，共策划举
办各种活动200多个，其中以主办方身份举办大型活动70多个，日
报、晚报和网站的品牌影响力借助活动强劲提升，商家客户借助活
动实现了每年30％的增长。

广告经营事业的多元化、多媒体化格局已经浮出水面。报业集
团下属的日报、晚报、网站、期刊以及户外广告经营的“合纵连横”，
让商家客户仿佛走进了一个品种齐全的“广告超市”。“整合行销”的
传播理念，使广告经营部门巩固了既有市场，在获得高价值回报的
同时，为市场进一步渗透深入创造了良好契机。2018年成功推出
了“百名企业家安全生产专题访谈”“争创市民满意文明金融单位”

“高考咨询会进校园”等10余个系列优秀活动。2019年出台了《济
宁报业传媒集团镇街宣传项目方案》，将济宁报业传媒集团的服务
清单明确，供镇街进行选择，取得了良好效果。

集团尝试以广告为资本，试水房产、餐饮、旅游、休闲、酒水等一
系列有宣传需求的社会行业，采取独立经营、合资经营、委托经营等
方式，成为支撑集团产业的台柱子。2020年成功推出了“重庆（万
州）农特产品济宁推介会——进社区”活动，在任城区、高新区等地
多个小区进行商品展示，同时开展“鲁渝一家亲农产品展销会”。先
后参与策划鱼台龙虾节、微山湖荷花节等活动，取得良好效果。在
整体行业形势日益严峻的情况下，济宁报业传媒集团广告产业逆势
增长呈现“小阳春”的局面。

融媒重整行装再出发

随着5G时代的到来，网络和移动终端进一步改变了社会信息
的传播方式。新媒体的崛起，抢占了包括纸媒在内的传统媒体的受
众及广告资源，给传统媒体的经营带来了巨大冲击。济宁报业传媒
集团审时度势、多措并举、深度融合、整体转型，摸索出一条“突围”
之路。

为适应新时代媒体发展要求，依托网端新技术，深度融合《济宁
日报》《济宁晚报》两大传统主流媒体和东方圣城网、“掌上济宁”
APP等新兴媒体，实现“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渠道传播、一稿多
签”，打造多种形式的融媒体产品，形成“报、网、微、端、屏”全方位
传播体系。

在传统版面营销手段的基础上，济宁报业传媒集团充分发挥自
身优势，创新性地使用视频制作等增加经营收入，新媒体矩阵逐步
形成，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大。2019年开始，济宁报业传媒集团与客
户开展融媒体托管服务项目，派出多名运营专员开展融媒体平台建
设、运营托管服务。

2020年9月，集团推出44个版的《济宁战“疫”》典藏特刊，全景
式报道全市各行业在这场新冠肺炎战“疫”中战斗风貌。特刊在济
宁市博物馆、济宁城市展览馆、济宁群众艺术馆等处开设专题展览，
并通过《济宁日报》《济宁晚报》、东方圣城网、“掌上济宁”APP、济宁
日报官方微信等全媒体矩阵进行推广。

2021年10月，集团推出“奋斗百年路 起航新征程”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100周年典藏特刊，特刊装帧68个版面，彩色封面装帧，
全彩印刷，在济宁市博物馆、济宁城市展览馆、济宁群众艺术馆等处
开设专题展览，通过东方圣城网、“掌上济宁”APP、官方微信等全媒
体矩阵推广，提高整体创收。

“新闻+政务”是媒体的专业优势，也是转型发展的重要支撑。
由东方圣城传媒科技有限公司发展壮大而来的新媒体中心，紧贴党
委、政府中心工作，将政务资源转化为公众需求，提供一站式、精准
化政务服务，成为集团创收的又一支生力军。通过与相关部门积极
策划合作项目，拓展更多服务空间。大力发展视频拍摄、短视频、抖
音业务，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营效益双丰收。联合市委网信办、市
文明办制作的原创动漫系列剧，被新浪、网易、搜狐等各大媒体转
载，并在市区各户外大屏、公交车上广泛播放。与市委市直机关工
委联合举办“十年，我与济宁共成长”短视频拍摄活动，讲好济宁市
直干部群众非凡十年敢拼会赢的故事，充分展示济宁高质量发展的
成就，同时激励广大机关干部群众踔厉奋发，建功新时代。

如今的《济宁日报》，不再只是散发着油墨清香的纸张，还有多
元呈现、传播快速、紧密互动的移动端，以图文、视频、直播、海报、微
场景等多样化资讯展现形式，满足不同受众的阅读需求。时光流
转，媒体传播手段变了，受众阅读习惯变了，但不变的是一份报纸的
初心，是为市民生活服务的使命和价值。

初心未与年俱老，使命不竭路犹长。今后，济宁报业传媒集团
将进一步创新体制机制，主动适应变革，以更加开放的思维拥抱互
联网、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应用的更新迭代，全面

推动媒体深度融合转型，培育具有较强竞争力、带动力的产业
板块，构筑具有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的新业务模式。

我们有理由相信，济宁报业明天更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