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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全国农民报协会秘书长 余向东：70
年栉风沐雨，70 年硕果累累。在陕西农村报
社创刊 70 周年之际，我们相聚榆林，共同为涉
农媒体融合发展建言献策。策划报道更接地
气，心中才会更有底气。新形势下，涉农媒体
要做好三件事，掌控应掌控的资源，架设应架
设的桥梁，讲好必须讲好的故事，这是“三农”
媒体稳步发展的重点。尤其在媒体融合加快
发展的当下，涉农媒体要从农耕文明、地理人
文、农业生产等多方面树立大农业、大农村视
野，用更具温度、热度、锐度的新闻作品全媒
体、全方位、全业态讲好“三农”故事、乡村振
兴故事。

四川农村日报社长、总编辑，中华全国农
民报协会副会长 李延林：涉农媒体如何融合
发展助力乡村振兴？首先是让农民说话、说
农民的话。以大撑小，以小撬大，以大平台支
撑小平台，以小平台撬动涉农大市场。同时，
实行报纸精品化、全媒一体化、服务专业化，
聚焦乡村振兴，重心下沉乡镇，加大农业生产
及科技服务力度，为乡村振兴作出涉农类媒
体应有的贡献。

农村信息报原社长、总编、高级编辑 杨辉：
大数据时代，报业发展离不开产业、技术支
撑。加快推进媒体融合，不是要做经销商，而
是要做内容产品供应商，在内容制作、平台运
营上下功夫。因此，我们必须知道农村、农民
需要什么，涉农媒体要怎样快速传递有用的
信息和产品。这是我们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也是我们要迫切探寻的路径。

山西农民报副总编辑 刘桂梅：今年，我
们推出的“乡村振兴地头云端融”是“新闻+
服务”媒体深度融合的一次全新尝试。其创
新之处在于通过“媒体+智库力量”“活动+
专家队伍”“平台+市场运作”，让更多专家
教 授 走 出 课 堂 ，以 更 接 地 气 的 科 技 服 务 实
现 科 研 成 果 落 地 见 效 ，形 成 助 力 乡 村 振 兴
新力量，为广大农民带来更加精准化、专业
化 的 服 务 ，也 为 媒 体 融 合 发 展 注 入 活力和
动力。

海南农垦报副总编辑 冯春山：站在新起
点上，涉农媒体报道手段愈加丰富，传播成效
愈加明显，媒体融合愈向纵深发展。与此同
时，报业竞争也日益激烈。在这样的大环境
下，我们涉农媒体要坚守初心、紧抓机遇、迎接
挑战、抱团发展，稳稳扛起“三农”新闻宣传主
力军的职责使命。

农村大众报副总编辑 曹君仁：这些年，我
们始终坚持新闻立报，通过大量的原创新闻
激活了报社转型发展的动力。这说明，传统
媒体依旧有难以取代的优势，我们要在做好
传统纸媒的基础上，积极创新，做强主业，大
力发展融媒报道，使我们的报道形式更多样、
内容更多元、传播更高效。

《今日农业》杂志总编辑 郝建玲：今年，
我们启动“乡村振兴看山西”系列活动，推选
年度今日农业十大新闻人物、建立今日农业
示范基地、选树乡村振兴样板村、选拔今日农
业第二届特优农产品品牌达人以及评选乡村
振兴带头人，汇聚起“强农有我，奋晋未来”的
磅礴力量，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贡献媒体力
量，展现媒体担当。

致富快报总编辑 华芸：传播最新涉农资
讯，促进农副特产流通，助推乡村经济发展，服
务城乡百姓生活。这是我们的报纸定位，也是
我们的服务宗旨。作为涉农媒体，接下来，我们
将继续以农业为基础，加快探索融合发展的新
路径，用更多更好的融媒作品服务乡村振兴。

湖北农村新报副总编辑 郭习松：这几年，我
们在媒体转型及乡村振兴方面进行积极探索和
快马加鞭的转型，围绕合作对象和服务伙伴进行
双向奔赴，打开了助力乡村振兴的更多空间，乡
村建设及乡村治理方面的一些难点问题得到了
解决，形成同向而行的合力。尤其是进行业态深
度融合，新闻客户端全部下沉，并和县级融媒体
进行深度战略合作，打造双轮驱动平台。

东方城乡报社副社长、副总编 张树良：机
遇与挑战并存。作为涉农报纸，我们要利用
自身优势提高各界对乡村发展的关注度和参
与度，通过一些有观点的评论、有内容的报
道、有影响的产品，讲好乡村振兴故事。同
时，要打造一些接地气的品牌栏目，进一步打
通城乡信息通道，吸引更多的资源下沉。

甘肃农民报副总编辑 孙海峰：眼下，内容
生产进入一个全新时代，对于传统媒体来说
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为此，我们开展了新型
主流媒体打造行动、为民服务提质升级行动
等，建强新型传播平台，完善全媒体传播格
局，从农技、农资、涉农信息等方面着手，深耕
细作，促进融合。

北大荒日报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许跃兵：
北大荒因农而生、因农而兴。近几年，我们集
团积极探索农业社会化服务新模式，有效提
升了生产经营和管理水平，推动了农业产业
转型升级和农业现代化进程。北大荒日报自
成立以来一直秉承为农业现代化服务的使
命，通过多样化的融媒报道全面展示北大荒
的农业发展新变化、新成果，实现做给农民
看、带着农民干、帮着农民赚。

衢州新闻传媒·农家报总编辑 傅剑青：
处于钱江源头的衢州农业比较发达，去年，我
们 做 的“ 共 富 探 源 ”策 划 正 好 突 出 了“ 关 键
词”。今年，我们又推出“村村碰”、“千万工
程有了新地标”等策划，成效还不错。从这一
方面来看，涉农媒体要在报业竞争的浪潮下
站稳脚，还是要创新融合，走品牌化路线，提
高核心竞争力。

燕赵农村报副总编辑 甄永健：前几年，河
北农民报改名为燕赵农村报，虽然名字改了，
但为农民服务的初心不变。我们在做深做实
传统纸媒的基础上，做精做优新兴智媒。尤
其是今年，媒体融合有了很大突破，关于农资
行情类的一些新媒体产品影响力大幅提升，
这给了我们很大启发：融合发展的路径要创
新，融合发展的内容更要出彩。

杨凌农科传媒网络科技公司总经理 马辉：
乡村振兴，媒体先行。在互联网时代和媒体
融合发展大背景下，如何技术驱动，科技赋
能？我们进行小程序、App、数字报、电商系
统 、新 闻 采 编 系 统 等 融 媒 体 软 件 和 数 字 乡
村、数字农业系统的开发，为全国农报服务，
为农报客户服务，以科技赋能推进涉农媒体
融合发展。

融合发展聚合力 乡村振兴添动能
——陕西农村报社创刊70周年暨涉农媒体融合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座谈会发言摘登

本报记者 赖雅芬 黄敏 杨杰

扎根乡村，服务“三农”。一直以来，涉农媒体都在乡村发展中承担着重要角色。尤其

在媒体融合加速推进的当下，涉农媒体紧抓机遇，加快转型，唱响了乡村振兴的时代强音。

6月25日晚上，一场关于涉农媒体融合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盛会在榆林市榆阳区人民

大厦拉开帷幕。来自全国20多家涉农媒体的社长、总编、骨干记者齐聚一堂，就乡村振兴大

背景下如何讲好乡村故事、如何转型升级等话题进行了交流探讨。将近3个小时的座谈中，

与会人员踊跃发言，各抒己见，凝聚共识。

本版图片由记者孙金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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