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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其有幸，我们与新中国同龄。1949年1月17日，和着天津解放的胜利歌
声，《天津日报》伴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诞生，毛泽东同志为《天津日报》题写报
头，天津党的新闻事业开始新的篇章。

何其有幸，我们见证新中国筚路蓝缕、奠基伟业。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
的历史。《天津日报》是新中国75年奋斗历程的忠诚见证者、忠实记录者。开
国大典、国庆阅兵、双奥盛会……我们在现场，记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
实足迹。抗洪抢险、地震救灾、疫情防控……我们在现场，记录中国人民在
党的领导下，同心协力、坚强不屈，一次又一次战胜艰难险阻的丰功伟绩。

何其有幸，我们融入新中国发展的历史洪流，在中国报业史上书写属
于《天津日报》的章节。自成立之日，《天津日报》就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
办报方针，成为宣传党中央精神、贯彻市委部署的舆论阵地。改革号角吹
响之时，《天津日报》为思想解放鼓与呼，更以实际行动拥抱改革，在全国
媒体中第一个恢复刊登工商广告，打破媒体广告经营的思想藩篱，中国
媒体经营开启新时代；新闻报道求真求实求鲜活，“抓活鱼”经验影响全
国。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天津日报》不断创新，大胆探索党报发展
之路，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坚持正确导向，投身市场竞争，一个又
一个“全国第一”在这里诞生。面对新技术带来的冲击与机遇，《天津
日报》勇于转型，汇入媒体融合大潮，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正确政治方
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尊重新闻传播规律，创新方法手
段，切实提高党的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引领读
者新方式“读报”。

已故《天津日报》老记者、老领导石坚同志，曾在20年前寄语
后辈：“毛主席把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的征途比喻为
‘进京赶考’。新闻事业的‘进京赶考’还在继续，希望大家继续保
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为
党的新闻事业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前辈们手胼足胝铸就辉
煌，我们有傲人的历史传承，未来有无尽的可能等待我们去探
索、开创。生在大时代，何其有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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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开国大典正式开
始。毛主席那响彻云霄的声音宣告：“中华人民共
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那一刻，我自己好像已经不存在，完全融入革

命的洪流之中了。”时任新华社天津分社和《天津日
报》记者的李夫同志，身处天安门广场30万人的洪流
中，见证了这一伟大历史时刻。
那一年，李夫成为第一个采访解放天津战役中被

活捉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的记者，参加开国大典，
报道10月2日的天津庆祝活动。
在李夫和同事们的努力下，《天津日报》从一名报业新

兵，成长为具有影响力的报纸。1964年，毛泽东同志为《天
津日报》重新题写报头。

亲历开国大典

1979年10月1日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
那一年，《天津日报》干了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

1979年1月4日，《天津日报》第三版刊登了一条牙膏广告，
成为“文革”后第一家恢复刊发工商广告的国内媒体。广告
是1979年刊出的，其实报社在1978年就筹划恢复工商广告，
增加收入。
“不是说我的水平有多高，改革开放意识多么超前，而是我

认准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党中央不是号召全党要‘解放思想’、
要‘拨乱反正’吗？商业广告利国利民，没什么不好，恢复这项业
务，就是我们力行‘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一大行动。”时任《天津
日报》总编辑的石坚同志事后回忆道。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天津日报首吃“螃蟹”，恢复刊登

工商广告。自此，天津日报在采编业务、报纸广告经营、发行等多方
面大胆探索，勇于打破旧框框，成为全国报业发展的一名尖兵。

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50周年大庆，同样走过半个世纪风雨的《天津日
报》推出“国庆50周年庆典新闻珍藏版”，也为自己写就50年的总结。
“能在职业生涯末期赶上这样的大事，特别光荣。”时任《天津日报》出版

部编辑的张树藩同志，当年58岁，主要负责一版编辑工作，因为推出国庆庆
典专版，他还要与其他两位同事协作，兼顾二版、三版的编辑工作，他在电脑
前一坐就是几个小时，精力体力消耗很大。张树藩和同事们的辛苦付出，得到
了丰厚回报——《天津日报》国庆庆典新闻珍藏版被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是
我国当代第一份被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报纸。
《天津日报》抓住机遇，乘势而上，走在了党报改革和发展的前列。

创第一 抓机遇

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70岁的《天津日报》推出“壮丽70年 奋斗新时
代”32版纪念特刊。
“参与到国庆70周年庆典编辑报道工作，非常荣幸。”当时的一版编辑李婷说起，那

是她加入《天津日报》采编团队的第三年，参与这种重大新闻的编辑出版工作，是一次难得
的锻炼机会。从都市报来到市委机关报，从纸媒编辑转型全媒体编辑，李婷在一次又一次
的转变、挑战中成长，《天津日报》给像她这样乐于学习探索的年轻人提供了发展平台。
70岁的《天津日报》没有古稀之年的暮气，以年轻人的朝气与勇气，汇入媒体融合洪流，

整装再出发——2018年11月转为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旗下事业部，2019年1月14日由天津日
报社出版改为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出版，继续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忠实记录者，同时书写报
业历史新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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