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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在张家大院诞生的三家媒体，75年前携手走
进了大时代。而今，应媒体发展大势和自身实际需
要，津媒再融合，天津日报、天津广播电视等主流媒
体合而为一，重归一家。

新时代、新使命。这是一次新的远征。
2018 年 11 月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挂牌组建，

2020年接力开启二次、三次深改，以一场媒体的工
业革命，努力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由“你是你，
我是我”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再到“你就是我，
我就是你”的融合进程。

变革的时代，唯有“变”是永恒不变的真理。
顺势而为，抱拥改革。融入天津海河传媒中心

的天津日报，成为“全国首家”新型媒体矩阵的重要
组成部分，继续扩大做强主流媒体舆论声量，在每
一次重大主题报道中，抢抓机遇、主动练兵，实现传
播效果最大化。

在全国两会报道中，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旗下
“两报两台一网”全媒体“一盘棋”进行融合报道，实
现一次采集、跨界生产、多元传播、全媒发布，在融

媒体工作区联合作业，推出了一系列有影响力又脍
炙人口的“融媒大餐”。
《天津日报》记者走进直播间，与主持人一起对

话嘉宾，录制视频新闻节目。电视出镜记者也拿起
笔，为报纸提供署名文章。中宣部《阅评快报》对天
津“创新做亮传播方式”给予肯定，指出：“天津日报
开放共享体系，融入海河传媒中心，与其他媒体实
现选题共享、素材共享、人员共享、稿件共享、场地
共享，在‘共享采访区’，每天各媒体集中采访，同时
又从各自角度播发。”

融合，给传统媒体加装了腾飞的翅膀。
近年来，《天津日报》围绕宣传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建党百年、
小康梦圆、抗击疫情等重大主题，与广电、新媒体
进行一体联动、资源共享，事前策划和采编资源分
配，事中协调落实并进行应急处置，事后对内容产
品作出综合评价。《天津日报》精心组织100版建
党特刊，津云新媒体同步推出H5作品《百年风
华》，以新媒体形式扩大了报纸内容传播，扩大主

流媒体影响力版图。
媒体融合时代，从推进产

品融合、渠道融合，到推动平
台融合、生态融合，爬坡过
坎、改革创新。一路走来，新
闻的传播形态有变，但党媒
属性不变；融合平台有变，
价值导向不变；技术核心
有变，内容为王不变。

75年风雨兼程，75年
一路壮歌。用脚力丈量，
用眼力辨析，用脑力思
索，用笔力传递。在变
与不变中，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引领的天津
日报人必将守正创
新，精准发力，续写
崭新的壮丽新篇！

■本报记者 张立平

1949年1月17日清晨，天津解放的硝烟还未消
散，一群年轻的共产党人按捺不住内心燃烧的热血，
把这澎湃的激情泼洒在新闻纸的油墨里。

那一天，《天津日报》创刊。那一天，这张报纸在
百废待兴的时代巨变中诞生，和天津这座城市一起，
开始了一次全新的出发。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
75年前，这张大城市党报从小镇河北省霸县胜

芳镇走来，那群洋溢着朝气和青春容光的“新闻战
士”，手握纸笔、身背行囊、脚踏冰雪，沿着解放军战
士开辟的避雷小径，在炮火声中奔赴新天津，从此开
创了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从农村到大城市转变的
崭新起点。

75年，27295期，27295次太阳升起，27295次与

读者的会面。与党同心、与人民同频、与时代同行，
岁月变迁，容颜易改，不变的是初心。

当年那条避雷小径，如今涌动着京津冀协同发
展的蓬勃脉动，已成为三地交流融通的交通快线，津
兴城际、津保高铁等编织成密实的交通网络将三地
紧密串联。1月11日，记者踏上新近开通的津兴城
际铁路，去胜芳、去天津日报的诞生地故地重访，去
碰触当年的新闻火种、寻找难凉的热血初心。

9时58分，G8874次列车驶出天津西站，于17分
钟后停靠在胜芳站。

这是河北省霸州市东部的一座古镇，经济发达、
高楼林立，虽只是一座小镇，但却被当地人称为“东
市区”。

镇上有片古建筑群，一个接一个的临街商铺承
载着胜芳的烟火气，穿过弥漫着炸麻花、煎饼馃子、
豆腐脑香味的小街，来到一处宅院前。推开沉重的
木门，踏进院落的那一刻，镇上的热闹与繁华随即被
挡在了门外。
“这是张家大院，原房主为胜芳八大家之一的聚

兴堂张家，始建于1830年，大小共51间房。75年前
《天津日报》、天津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天津分社就
在西二进院东厢房诞生。”霸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
席王晟说，平津战役结束前夕，这个院子里先后聚集
了7000多名接管天津的干部在这里进行培训。

一张老式写字台，几把破旧的木椅，这间不足

20平方米的小屋有些清冷。然而，当时间拨回到
1948年的冬日，这里却涌动着火一般的炽热。

一位老报人在回忆文章里写道：那时的大清河
结了冰，但小小的水乡却热气腾腾，充满了春天的
气息。在张家大院，聚集了来自《冀中导报》《群众
日报》和《新保定日报》的同志，还有来自北平、天
津的一批朝气蓬勃的青年学生。他们聚在一起学
习党的城市政策，学习城市生活知识。黄敬（解放
后天津市第一任市长）在张家大院的戏台上对大
家说：“我们进城后要衣冠不改旧家风，永远保持
艰苦奋斗的作风。”

短短一句话点燃了年轻报人心中的火焰。1948
年12月25日，天津日报社成立。组成人员来自五湖
四海，大家都抱着满腔的热情，决心为办好第一张大
城市党报而团结奋斗。

在这间小院里，大家分配岗位、联系采访、计划
版面，最重要的是，在这里，大家第一次接受了马克

思主义新闻理论教育和新闻业务知识培训，初步懂
得了党报的性质、任务和记者的使命。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早已做好准备的胜
芳沸腾起来。报社同志分乘几辆卡车向天津进发。
隆冬腊月，寒风刺骨，大家穿着单薄的棉衣，但谁都
没觉得冷。有的高声议论，有的纵情歌唱，有的默默
沉思……

夜色苍茫，战争余火未消。临近郊区，人声鼎
沸，路被堵得严严实实。人们等不及，跳下汽车徒步
行进，一路上避开国民党军队埋下的地雷、绕过炸断
的电线，终于走进了这座向往已久的城市。在被接
管的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办公楼里，很多人一夜未眠。

30余个小时的奋战，1月17日，《天津日报》创
刊，带着晨露、带着墨香，记录下天津的解放与新
生，从那天起，一代又一代报人艰苦奋斗，一茬又一
茬新闻人薪火相传。记录着天津的历史，书写着
时代的命题，肩负着党报的责任。

报纸与城市同在，与时代同行。
在75年的岁月长轴里，作为市委机关报，《天津日

报》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见证了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火热激情，推动着改革开放的澎湃
潮涌。进入新时代，更是记录了这座城市新的使命、新
的故事、新的传奇。

2014年2月，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棋局落子，京津
冀这个21万平方公里的区域，迸发出蓬勃的活力。10
年间，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
这一重大国家战略不断走深走实。

去年7月20日，京津冀协同发展联合工作办公室
在北京正式揭牌，三地攥指成拳，同心同向同力，将协
同协作升级为联合融合。去年以来，三地党政代表团
高频互访，天津市分别与北京市、河北省签订新一轮战
略合作协议，各区各部门对接走访京冀高达230多次，
京津“1+7”、冀津“1+6”协议全面落实中，协同发展的底
色越来越靓丽。

协同发展，交通一体化先行。三地基础设施互联

互通正深度推进。当前，“轨道上的京津冀”正加快打
造，京津雄半小时通勤圈、京津冀主要城市1小时交通
圈正在形成，天津市轨道交通网越织越密。

去年4月，天津又迎来了一项高效便捷的医保公共
服务——全面实现京津冀区域内异地就医住院、普通
门诊和门诊慢特病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免备案”。天津
参保人员的医保就医凭证在北京和河北实现“一卡通
行”，事关人民健康的大事，靠着协同发展的快车道，又
迈上了新的台阶。

在胜芳古镇信步穿行，与沿路居民随意聊天。镇
上的人都因当年的“红色荣耀”而骄傲，更是对京津冀
协同发展背景下身边巨大的变化而感慨。近年来，随
着津保高铁、津兴城际、荣乌高速、津保高速等多条路
网穿镇而过，胜芳与京津的物理距离仿佛一下子被拉
近。“我们逛商场、下馆子，带孩子、老人看病，都去天津，
上了高速‘一脚油’，20分钟就到。”一位居民对记者说。

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走深走实行动，是天津高质
量发展“十项行动”之首，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

全局，天津把自己放在全国大局中谋划把握。
从河北省走来的《天津日报》，如何忠实履行党
的新闻舆论工作职责使命，展现中国式现代化
京津冀实践的最新成果和丰富内涵？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记者常年关注的领
域，广大记者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
力，及时捕捉新动态、新情况、到一线“抓活
鱼”，创作了一批反映时代精神深受读者
喜爱的新闻作品。

从“三地”到“一家”，三地媒体想在
一起、干在一起。10年来，天津日报与北
京日报、河北日报创新对接协作机制，
实现了“1+1+1>3”的宣传效果。每年
全国两会期间联合采访三地代表委
员，聚焦代表委员关注重点热点，为
京津冀协同发展“鼓”与“呼”，创出了
“京津冀代表委员共话协同发展”这
一品牌栏目。

在炮火中从胜芳走来

在发展中与时代律动

在融合中开启新远征

� 河北省霸州市胜芳镇天津日报社成立旧址。

▲ 鞍山道天津日报社旧址。

� 大沽南路天津日报大厦。

75 年，27295 次
与读者的会面。与党
同心、与人民同频、与
时代同行，岁月变迁，
不变的是初心。

1949 年 1 月 17
日，《天津日报》创
刊，带着晨露、带着
墨香，记录下天津的
解放与新生。

融入天津海河
传媒中心的天津日
报，成为“全国首家”
新型媒体矩阵的重
要组成部分，继续扩
大做强主流媒体舆
论声量。

我
们
和
新
中
国
共
成
长

（本报资料照片）

融入天津海河传媒中心的天津日报办公地点——天津数字广播大厦。（本报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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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新路 故地初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