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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你而变 永无“纸”境
2023年1月1日，江海晚报新一轮改版优化开始实施。“这是我们心怀感恩、带着努力和

诚意，特意为你作出的改变。”当天的本报编辑部文章《一路追光 重新出发》这样写道。应变
局、开新局，晚报人努力将一张更有用、更有趣、更有品的晚报，呈现在受众面前。

一路追光历经光与电、数与网的迭代，回望晚报30年，这是一场在探索中前行的新闻创
新之旅，也是一场不断向媒体融改深水区挺进的征途。

【 】
优化调整提升
追求更加精彩

6月25日，新一期“通通拍”专版在报端和客户
端同时呈现。此前，以“乡村美”为主题，责任编辑单
峰向全市摄影爱好者发出的“征稿令”，得到了积极
的回应。当天的版面上，从近百张来稿中精心挑选
出不同角度、不同区域的8张图片，展现江海乡村的
自然之美、人文之美和发展之美。

今年是江海晚报创刊30周年，拿什么回馈相伴
三十载的各界朋友？唯有坚守“内容为王”，提供更
优质的新闻产品供给、更时尚的版面视觉呈现、更多
元的传播平台方式。从2022年下半年开始，南通报
业集团编委会即广泛听取晚报读者、通讯员及各界
意见，组织编辑记者深入研讨，历时半年，形成优化
调整方案。守正创新、立破并举，伴随着2023年第
一缕阳光，晚报再一次以新的面貌展现在读者面前。

此轮调整，晚报努力做深、做细、做精，在内容上
力求增强故事性、思想性，在版式上更注重阅读便
捷、视觉舒适，在融合上强化报、端互动，嫁接起网络
的广度、手机的速度和报纸的深度，加大传播力、影
响力。

“通通拍”就是此轮调整中晚报践行开门办报理
念、为广大摄影爱好者搭建的新阵地，以“大家拍、拍
南通”为定位，“通通拍”每周一期，每期一个主题，聚
焦城市发展的日新月异，也记录百姓生活的精彩瞬
间。半年来，紧扣时令节点，先后推出“乐元宵”“地
铁行”“劳动者”等主题专版。一幅幅极具视觉冲击
力的图片、一个个主题鲜明又内容丰富的版面，令人
耳目一新。目前为止，“通通拍”已出版22期，线下
更是聚合了400多名市内外摄影爱好者。从报纸到
客户端，在搭建作品分享、展示平台的同时，“通通
拍”还组建了作者微信群，方便编读往来、交流互
动。群里每天都热闹非凡，有探讨拍摄技巧的、有相
约采风的、也有为栏目主题出谋划策的……“‘通通
拍’是晚报在全民摄影时代的创新之举，每个版面都
是一次别开生面的摄影之旅，也是一场思维和视觉
的盛宴。”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南通市摄影家协会
副主席彭常青这样评价。

与“通通拍”一起，“聚焦”“速览”“深读”“健康周
刊”等全新版面的亮相、“服务”“热线”等传统版面的
提升、“朋友圈”等新品牌的持续精进……新一轮优
化调整，进一步强化了内容的功能化区分和模块化
配置，“晚报更加精彩”的目标初步实现。

改变的是版面
不变的是初心

30年一路走来，江海晚报经历多次改扩版、创
新不止，目标只有一个：让内容更精彩、让版面更美
观、让读者更喜欢。

1993年，新生的江海晚报是四开四版、周四刊；
1994年1月，改为周六刊；1995年1月，由周六刊改
为周七刊，实现天天出报；1996年1月扩为8版，同
年7月扩为12版；1999年10月改版，同时扩为16
版；2001年7月1日改版，首次推出彩印版……版面
一扩再扩，内容越来越丰富，最多时晚报每天有厚厚
的48版。

2012年10月1日，为了更好地顺应市场竞争和

读者需求，江海晚报正式改为早晨出报，由此正式进
入“早报时代”。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
辛。记者们加快采写节奏，编辑们调整上班作息，向
社会充分展示了“改早”的坚定决心。“晚报早出”取
得了显著的成效，报纸的新闻时效、发行数量和广告
收入较过去均有了大幅提升。

2014年年初，江海晚报再次改版，“主流、本土、
好看、实用、温暖”5个关键词成为努力的目标。报
纸版块重新界定，新增了“悦读”“百姓”“时评”“深
度”等版面，加强了服务性和可读性。“办一张与城市
发展相匹配的都市报”成为晚报人的思想自觉、行动
自觉。

因读者而生、为百姓服务。在创刊之初，晚报
就确立了“四贴近”的办报宗旨——贴近本地、贴近
生活、贴近家庭、贴近百姓。每次改版，改变的是
版面，不变的是初心。一轮又一轮的改版，报纸与
本地读者的互动越来越紧密。“我新闻”栏目，由热
线部记者根据读者来电，再追踪采访，讲述读者所
遭遇的趣事糗事感人事；“新闻110 记者来帮您”
栏目开辟多渠道的报料途径，关注民生民情，为读
者排忧解难；“朋友圈”版面，从当下最广泛的个人
社交平台——微信朋友圈里寻找精彩的原创图文，
立足本地、贴近生活，内容真实而生动……城市与
报纸共同成长、报纸与读者携手前行，激发出向
上、向美、向善的情感共鸣，凝结成血脉相连的深
厚情谊。

在“融”中创造
在“合”中提升

肯取势者可为人先，能谋势者必有所成。
全媒体时代，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发

生深刻变化，如何在这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变革中“破

茧而出”，是主流媒体面对的重大课题。
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从报纸到云端，

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21世纪以来，晚报蹄疾步
稳，创下诸多的“第一次”——

2007年7月，与江苏移动南通分公司联手创办
南通地区首份《手机报》，尝试向移动端进军；

2010年10月，江海晚报微博号开通；
2014年9月，江海晚报微信公众号开通；
2015年，“江海晚报网”亮相……
随着全媒体平台的搭建，江海晚报提供的不再

仅仅是文字与图片，而是集文字、图片、音视频于一
体的全媒体资讯。原来只是拿着笔和采访本的记
者，也举起了话筒、手机和摄影机。

2019年4月，南通报业传媒集团全面实施新一
轮融合改革，重塑采编流程和运行机制，原分属于南
通日报、江海晚报的采访力量合二为一，一次采集、
多元发布，晚报的采访力量更显强大、编辑队伍更为
专业、内容特色更加鲜明。

从一张综合类报纸到一个融媒体传播矩阵，30
年来，创新的基因始终在报人们的血液中流淌。现
在的江海晚报不仅仅是一张报纸，它可读、可听、可
视、可互动，可为受众提供更多元、更立体的新闻服
务和鲜活体验。包括报、端、网及微博、微信、视频号
等在内，“江海晚报”全媒体平台粉丝量超过200万，
传播力、影响力更为深远。“《江海晚报》30岁了，好
似一个老朋友到了而立之年，我感到与有荣焉。”海
安读者李兆清在为晚报写的征文里写道，“互联网时
代，江海晚报的读者不只是南通市民，而是所有关心
关注南通发展的人！”

创新无止境，未来犹可期。今天，新的征程开
启，江海晚报将继续深耕这片热土，讲好南通故事，
力争在传媒变革的浪潮中闯出一条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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