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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三十

一年来，本报白手起家，从一张简单的 A4

纸广播电视节目单做起，慢慢强筋健骨，

报纸版面逐年递增，最终发展成 4 开 24

版集新闻娱乐、人文历史、健康休闲为一

体的杂志型精装报纸，经济效益和发行

量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但是进入新媒

体时代后，广电报业和其它娱乐晚报类

报业一样，大都面临着生存困境，全国无

数家广电报社纷纷关停。在这一大时代

背景下，为了在夹缝中求得生存，本报另

辟蹊径，不仅在封面和版面包装上大做

文章，而且把宣传重心放在了热点话题

和重大新闻的深度报道上，吸睛无数，最

终还是坚挺了下来。但是，由于设区市

级媒体融合已经开始运行，秉着资源共

享、人尽其能的原则，纸媒发展方向需要

作出适当的调整，宜春市融媒体中心委

决定暂停 2024 年《宜春广播电视报》的发

行。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三十一年来，一代代广电报人沐风

栉雨，顶烈日冒严寒，挨饥饿忍病痛，勤

采访夜挑灯，写出了无数篇有激情有温

度有深度的文章，连续多年每年均有一

两件新闻作品荣获全国、全省广播电视

报刊奖一等奖，其他奖若干，多年蝉联

全省同行业报纸的冠军宝座；连续三年

每年均有一件新闻作品荣获国家广电

总局报刊类优秀作品奖一等奖，这在全

国来说实属罕见。本报自采稿件深得

多届市领导的青睐和点赞，多篇优质稿

件被人民日报客户端、人民网、中国小

康网、人民日报社市场报网络版《百姓

中国周刊》、今日头条等国家级网媒刊

载。本报记者撰写的长篇纪实广播剧

《检察官的故事》成功入选 2020 年江西

省广播电视创新创优重点选题项目，被

省广电厅列入第一批向全省推荐公益

播出的优秀节目，获评江西省广播电视

奖一等奖，先后在宜春台、江西台、河北

台广播频率火爆播出。2022－2023 年，

该剧又被改编成《检察荣誉》，并成功录

制成了广播剧，继续在宜春台广播频率

和新媒体平台播出。不仅如此，本报还

在 2020 年 11 月成功举办了全国广播电

影电视报刊年会，同年光荣列入全国邮

政报刊发行目录。

三十一年来，本报殚精竭虑为读者

尽心服务，陆续推出了《作家》《纵览》

《发现》《关注》《拍客》等多个叫得响的

品牌栏目，2023 年还推出了富有哲理性

的励志栏目《卷首语》，开了中国报纸没

有卷首语的先河。版面的美观度和含

金量是纸媒的基础面，也是纸媒的生命

线。在版面编排上，本报投读者所好，

或在时令节序上，或在重大节日上大做

文章。 在封面包装上 ，一年一个新面

孔，每期呈现一个新面貌，令人耳目一

新。《作家》栏目刊登的稿件大多是本土

作家的精品力作，大部分作品得到了名

作家和广大读者的充分认可。《发现》栏

目也得到了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徐云

涌的亲睐，并将文章剪下精心收藏。本

报精心编排打造的《拍客》栏目，既美观

又大气，反映出了宜春的新气象新变

化。2022 年，为展示全市各县（市、区）

十年来的发展成果，本报隆重推出了多

个图文并茂的特刊，实现了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双赢的目标。为体现本报的

编辑实力，同年 4 月特别出炉了《人间

四月天》特刊，受到了中国作协领导和

同行的充分肯定，也赢得了宜春读者和

全国报刊收藏爱好者的青睐。在编校

质量上，本报一贯坚持“三审三校”原

则，既为报纸质量负责，也为读者朋友

负责，因为我们的荣誉不会永远停留在

曾经荣获全省报刊编校质量奖上。

三十一年来，宜春市委（撤地设市

前叫地委）市政府和市委宣传部的倾心

扶持，以及广大读者和社会各界朋友的

大力支持，给了本报极大的前行动力，在

此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但休刊并不意

味着我们会停止前行的脚步，本报将以

另一种形式继续与大家握手！要相信，

我们的使命永远在路上，今日的惜别，是

为了永远的握手！徐志摩在《再别康桥》

一诗中写道：“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

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

彩。”但此时我却要说：“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是为了

永远的握手。”我们不相信眼泪，因为眼

泪是懦夫的表现。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精

彩故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奋斗目标。

我们将重整行装再出发，补精神之钙片，

强奋斗之筋骨，在媒体融合的道路上继

续奋楫前行，笑傲未来！

惜 别
——写在本报即将休刊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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