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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匆匆，《平原晚报》已携手新乡
市民走过二十个春秋。这二十年里，《平
原晚报》与城市同频共振，与时代并驾齐
驱。秉持“民生立报、服务兴报”的办报
理念，《平原晚报》不忘初心，始终围绕市
委、市政府的中心工作，以自我革新的魄
力，讲述新乡故事，传递新乡声音，赢得
了广大读者的信赖与赞誉。

作为新乡日报社旗下的一张子报，
《平原晚报》在数字化浪潮的冲击下，并
未停滞不前，而是主动拥抱变革。她不
再拘泥于传统的纸质媒体形态，而是以
纸为基、以网为翼，实现了 24 小时资讯
更新，为新乡人民提供了更快捷、更高效
的信息服务。

近年来，《平原晚报》顺应媒体行业
发展的必然趋势，与新乡日报社新媒体
中心深度融合。这种融合不仅为传统纸
媒带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更极大地拓
宽了信息传播渠道。报纸的发行受地域
和时间所限，而新媒体则借助互联网实
现了信息的即时传播，打破了时空的桎
梏。同时，新媒体平台的互动性也极大
地激发了读者的参与热情，他们通过评
论、分享等方式，更加积极地参与到信息
传播中来，从而进一步扩大了《平原晚
报》的影响力。

市民李德林说：“我关注了《平原晚
报》公众号，晚报将报纸内容数字化，并在
网站、移动应用等新媒体平台上发布，打
破了传统的发行模式，让更多的读者能
够轻松获取到信息，提升了新闻的时效
性，增强了报纸与读者的互动性。”

新乡日报社新媒体技术的运用，也
为《平原晚报》内容的呈现方式带来了革
命性的变革。除了传统的文字和图片
外，报纸还通过微信公众号、微博、短视
频等多种形式来展现新闻内容，使信息
更加鲜活、直观。无论是脱贫攻坚、乡村
振兴的壮美画卷，还是建党百年、共和国

华诞的精彩辉煌，抑或是党的路线方针
政策的宣传，《平原晚报》都通过简短而
精彩的视频等形式进行报道，为读者带
来了沉浸式的阅读体验。

2023年2月1日，记者李文奇采写的
乡村振兴类稿件《山楂树下的对话》，通
过新媒体平台第一时间发布后，浏览量
迅速突破 21 万。记者李蕊采写的民生
类稿件《注意！6月1日起，我市医保结
算方式将调整》，以及记者刘志松、崔敬
采写的社会新闻《中国丈夫离世，新乡洋
媳妇八年坚守中国式孝道，为三子变更

国籍扎根新乡》等稿件，在新媒体平台上
都收获了超过 10 万的浏览量。这些数
字彰显了《平原晚报》在新媒体领域的影
响力。

二十载风雨兼程，《平原晚报》从“纸
端”跃升至“指端”，从“我写你看”的单向
传播转变为交互传播的全新模式，她始
终秉承新乡日报社创新的基因，见证着
新乡的日新月异，并将这些巨变镌刻于
历史的记忆。如今，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上，《平原晚报》将再扬风帆，书写信息传
播的新篇章。

贵素云：

播撒爱心种子
收获心灵丰收
□记者 陈卓

“家里最困难的时候，《平原晚
报》给予了我极大帮助，从这一刻起，
我心里就埋下了一颗感恩的种子。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尽我所能去帮助
更多的人，就是希望将爱心传递下
去。”11月4日，66岁的市民贵素云由
衷地对记者说。

贵素云与《平原晚报》渊源颇深，
这缘于多年前的几次经历。贵素云
的儿子和儿媳都是盲人，家里比较困
难。2018年年底，贵素云的儿媳在生
完孩子不久后，突然出现急性呼吸窘
迫综合征、呼吸衰竭等症状，医院一
度下发病危通知书。儿媳突患重症
后，家里花去了巨额医疗费，钱基本
上都是借的。面对后续费用，贵素云
已无力承担。

无奈之下，她向《平原晚报》求
助。随后，经过《平原晚报》的多次报
道，并在社会各界的爱心帮助下，贵
素云渡过难关。“更早之前，我的儿子
因为上学掏不起学费，也是在报社帮
助下，解决了难题。”贵素云说。

“我受过《平原晚报》和社会各界
好心人的帮助，内心一直很感动。因
此，我要把爱心传递下去。”事实上，
贵素云说到也做到了，从 2009 年开
始，贵素云坚持做公益活动，至今已
持续15年。

“感谢《平原晚报》给予我的帮助
和关爱，让我有机会去回馈社会。我
也希望《平原晚报》能够继续秉持初心，
关注社会民生，传递正能量，为更多的
人带来帮助和温暖。”贵素云表示。

张军：

会继续做晚报的
“铁杆粉丝”

□记者 李蕊

都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忠
实读者张军携手本报一起从2004年的
冬季走到了2024年的冬季。

20 年前，还是青年的张军“结识”
了《平原晚报》。从本报创刊的第一天
起，张军就自费订阅本报，时至今日，
已经 54 岁的张军依然坚持每年订阅

《平原晚报》，用他的话说，这似乎已经
成了一种习惯。

张军说，多年来，自己从晚报中最
受益的就是了解掌握了很多与自己工
作有关的信息、政策。

张军从事工程行业，他看报纸更多
的是关注城市发展、道路建设，从这些
信息里寻找和自己工作相关的信息。

“一张报纸在我们家经常是抢着
看。”张军说，在家里不仅他看报，他70

多岁的老母亲也是“一报在手，从头读
到尾”。不过与他的关注不同的是，老
母亲更喜欢看养生版面的信息，遇到与
自己或家人有关的信息，还会多看几
遍。

张军不仅自己订报、看报，他还自
掏腰包为朋友订报，最多的时候，他一
年订了四份《平原晚报》，自己留一份，
另外三份赠送给朋友。“关系都不错，
又都从事一样的行业，送朋友一份报
纸，让朋友多学习，我觉得比送其他东
西强。”张军说。

张军表示，《平原晚报》报道的都
是自己身边的事，都是社会正能量，对
于政策的发布也比较权威，所以他会
一直订阅、坚持看报，做晚报的“铁杆
粉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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