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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是报业形势最复杂多变的一年。浙江宵县市报积极沉着应对，+断开拓创新，务实谋划全

年工作，扎实推进报社全面发展，仍然取得了较好的业绩。截至 2013 年 12 月，省县市区域报 T 委会

员成员单位 72 家,有刊号报社 20 家，无刊号“今日系列”报（新闻传媒中心/广播电视台）52 家 3 据

不完全统计，有刊号报社报纸，发行量超过 65 万份，报业总收人 8.7 亿元，比上年增长 16.5%。新闻

（传媒）中心报业总收人近 2 亿元，呈现出较快增长势头。

一、全省县市报发展概况

(一）以报纸新一轮改版为标志，创新能力不断增强

为提升传统媒体的新闻传播力、舆论引导力和市场竞争力，2013 年，萧山日报、乐清日报、瑞安

日报等有刊号的县市报和“今日系列”都掀起了新一轮改版热潮，以改版为标志，报塯更加时尚，版

式更加新潮，版面更加好看，板块构成更加合理，内容质量更加本土亲民，服务性和互动性更强，创

新能力不断增强。萧山日报和乐清日报的改版经验分别在《新闻战线》、《中国记者》、《中国新闻

出版》、《新闻与写作》、《浙江报业》上发表，向全国全省推广。

(二） 以策划活动为主抓手，报纸广告稳中有增

在 2013 年国际经济形势低迷、国内经济形势下行风险压力增大的背景下，全省县市区域报和新闻

（传媒）中心通过创新思路、加强活动策划，实现了报纸广告稳中有增。

据不完全统计，2013 年，有刊号报社报纸广告收入超过 5.3 亿元，实现稳中有增其中，萧山日报

广告收入 6500 万元，再创新高。义乌商报的广告收人近 6000 万元。广告收入 2000 万元以上的还有:

城乡导报、富阳日报、绍兴县报、永康日报、诸锼日报、东阳日报、慈溪日报等。增幅在 10%以上的有:

温岭日报、瑞安日报、义乌商报、嘉兴日报嘉善分社、永康日报等。

据不完全统计，新闻（传媒）中心 2013 年报纸广告收入 1.4 亿元，继续保持增长势头。其中，全

年广告收入突破千万元的有 4 家，分别是:长兴新闻中心 1400 万元，德清新闻传媒发展中心 1125 万元

，宁海新闻中心 1100 万元，安吉新闻宣传中心 1020 万元。广告收入在 500 万元以上的还有:宁波日报

开发导报、嵊州新闻传媒中心、象山新闻中心、桐庐信息传媒中心、新昌新闻信息传播中心等。增幅

在 10%以上的有:开化信息中心、磐安新闻传媒中心、天台新闻传媒中心、德清新闻传媒发展中心、新

昌新闻信息传播中心、平阳县新闻信息中心等。

(三） 以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为着力点，多元产业势头喜人



各会员、成员单位在抓好报纸主业的同时，都高度重视发展多元产业，结合各自实际，瞄准本地

市场，积极拓展与报业文化产业相关的多元产业项目，多元产业发展态势良好，获得了很好的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

据不完全统计,2013 年全省县市区域报共实现报业经营总收人 11 亿多元，其中多元产业收人 4.3

亿多元，占报业总收入的 39%，比上年大幅增长。而且既有网络媒体、移动媒体、户外媒体和城市电视

等与报业联系紧密的新媒体产业，又有印刷出版、教育培训、影视、演艺、会展、旅游等与报业相关

的文化产业项目，并且发展势头良好。

《瑞安日报》新上了塘下文化综合体、瑞安木活字印刷等项目，其中塘下文化综合体得到浙报集

团、温州市委宣传部的支持和重视，预计 2014 年 10 月完工后，将成为塘下乃至瑞安新地标，成为《

瑞安日报》新的增长点。

印刷出版成为许多报社和新闻（传媒）中心重要的多元产业之一。《鄞州日报》的印刷收人达 1043

万元，《慈溪日报》的印刷收人 910 万元，《余姚日报》的印刷收入 720 万元，《东阳日报》的印刷

收入 370 万元，德清新闻传媒发展中心的印刷收人 280 万元，宁海新闻信息中心的印刷收入 240 万元

。

户外阅报栏也是许多报社和新闻（传媒）中心的一大亮点。《萧山日报》的阅报栏年收人 1300 多

万元、城市电视年收人 611 万元，东阳日报的阅报栏年收入 210 万元，温岭日报的阅报栏年收入超过

100 万元，建德新闻传媒中心的阅报栏年收人 90 万元，武义新闻传媒中心的阅报栏年收人 30 万元。

(四）以媒体创新为契机，强化新媒体建设

各报社在办好纸质媒体的同时，大力加强新媒体建设，有效促进了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良性互动

，融合发展。各报社不断加大新媒体建设力度，投入少则百万元，多则数千万元，涉足领域有网络媒

体、移动媒体、户外媒体和城市电视等，既拓展了宣传渠道，又增加了创收来源。

二、县市“今日系列”报的发展情况

为了摸清“今日系列”的发展现状、今后的发展趋势以及在发肢中篇要解决的突出问题，形成有

参考价值的调研材料，为“今日系列”拓展快速发展平台营造良好的环境，浙江省达市报工委牵头 m

织成立撰写组，历时一年半进行“今日系列”的生存与发展状况调研工作，最终形成了《浙江省“今

日系列”报刊生存现状及发展调研报告》。内容主要包括今日系列报产生的背欤及生存现状、今日系

列报存在的重要意义、今口系列报 3 前面临的闲惑与问题以及今日系列报今后发展的建议。

对于县市区当地党委政府和当地包姓来说，今日系列报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一，“今日系列”报，是当地党委政府指导工作的主阵地不少“今日系列”报纸利用“近水楼

台”的优势和经过一二十年积累的办报经验，在宣传报道上紧紧围绕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他们发

挥传统媒体作用，抓住自身的区位优势，扎根本土，凸显地域特色，较好地发挥了报纸的服务功能。

第二，“今日系列”报是当地十部群众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一是学习政策的平台。据了解，大

多数乡镇机关工作人员和村千部，每天当面对一大堆报纸时，往往把自己当地的报纸（“今日系列”

报）作为最先阅读的一张报纸，因为这离他们的工作、生活最近。特别是大部分“今日系列”报刊均

开辟了乡镇新闻、农村新闻版，更受到欢迎 3 这些版面既及时报逍 r 发生在身边的新人新事，也为广

大乡镇干部、村干部提供了学习理论、指导实践的重要园地。一些乡镇干部反映说：“作为基层干部

，我们更关心的是基层变化，本地报纸不仅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也及时反映了基层的心声，与我们

贴得近，很实用。”

第三，“今日系列”报是促进当地市场繁荣的重要平台。市场的繁荣，媒体宣传的价值和作用不

可替代。从街内“今日系列”扎根的土壤来看，确实存在一定的宣传需求，有不少商业体，需要在 3

地的媒体 t 发布商业信息。如湖州的今日德清，宁波的今日宁海，温州的今日苍南、今日永嘉，绍兴

的今日新昌等“今日系列”报，他们地处经济较发达地区，有促进市场繁荣的责任，也有潜在的广告

需求。

第四今日系列”报是报道新农村违设的主要媒体“春江水暖鸭先知”。与中央、押市级报纸相比

，“今日系列”报“来 n 基层、服务基层”，是真正的地方报。它敏锐的触角，能最先感知群众的需

求、群众的创造，与农村读者距离更近、关系更密切。竹内的“今日系列”报在服务新农村建设上，

不断创新报道思路与报道模式，展现了全新的报逍视角和报道内容：因此，今日系列报也是“走基层

、转作风、改文风”最接地气的媒体。

因此，“今日系列”不会消失，反而会越来越多。

由于“出身”问题，省内“今日系列”（新闻中心）在发展中遇到了无法逾越的障碍，“今日系

列”报的发展已经与当地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不相适应。要从根本上解决闲难和矛盾，那就需要给报

纸一个有作严的生存空间一获得正式的刊号。

三、未来发展趋势

在整个媒体格局中，只有县市报直接为县域经济服务。在整个经济发展进程中，县域经济是基础

，是中国改革发展的动力和源头，理所当然，为县域经济直接服务的县市报很重要，加上县市报最接

地气，因此，具有得天独厚的自身发展优势。

在新形势下，传统媒体的当务之急是要巩固原有的优势，增加新的优势，树立权威和公信。对于

廷市报来讲:一要搭建好文化产业发展的平台；二要有一个好团队，整合好各种要素，紧紧依靠当地的



党委政府，利用优势资源，树立当地的文化产业品牌。浙江文化资源丰厚，这个朝阳领域，县市报大

有可为。

新媒体发展的过程中，要抢抓机遇，充分借助和运用新技术、新业态、新媒体，打通各媒体间的

边界，加快各媒体整合融合，抢占更多的发布终端和渠道，尽快形成纸质媒体、移动媒体、网络媒体

、户外媒体等全媒体新格局。通过打造全媒体、建设全媒体，不遗余力、持续不断地提升媒体影响力

，实现快速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