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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城市精神”系列报道我

都看了，前天是最后一篇——淮南

城市精神。我看到报道之后，还特

意将报纸快递了一份，给远在厦门

徐明宏的女儿，因为在文章中，写

到了徐明宏的精神。

我曾经在淮南工作7年，期间

参与了淮南城市精神的提炼和讨

论，所以，对此非常有感情。

我感觉，《市场星报》这一系列

报道，非常成功，策划也非常好。

现在，全国都在构建和谐社会、弘

扬优秀传统精神，这组报道与之完

美结合。

“寻找城市精神”的成功之处

更在于贴近百姓生活，反映群众心

声。真正优秀的新闻作品都是通

过深入基层的辛勤采访才能完成

的，而在这组报道里可以看到，记

者寻找城市精神的脚步，真的到了

工地、到了厂矿、到了田间地头、到

了老百姓的生活里。

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 董庆
贴近百姓生活，反映群众心声

策划独树一帜 内容大气深度
角度另辟蹊径 文风轻松活泼
本报“寻找城市精神”大型系列报道获社会各界好评

这是一个很好的策划，与弘

扬社会主义价值观、建设美好安

徽的理念非常吻合。在城市建

设、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精神力

量是非常重要的。“寻找城市精

神”系列报道从城市的灵魂——

城市精神入手，精确提炼城市的

意志品格与文化特色，综合反映

城市的文明素养和道德理想，通

过寻找“城市精神”的足迹，体味

城市及其人民的精神价值、信念

追求、人生境界和内在气质，切

入点独辟蹊径，大气深度。

对于新闻工作来说，大家要

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优秀的

作品鼓舞人，所以，要多多创造

这样的优秀作品，这也体现了媒

体的社会责任。

对“寻找城市精神”系列报

道，省记协非常关注。当前，在

“走、转、改”活动中，全国媒体都

在寻找全新的新闻报道角度、方

式、内容，《市场星报》这个策划独

树一帜、别出心裁，非常有创意。

此外，该系列报道涉及全省

16个市，历时近半年，气势恢宏，

立意深远，充分体现了媒体责任

感以及舆论推动导向作用。

“寻找城市精神”这个策划，

非常紧密地配合了安徽发展的

实践，结合点很好，符合各地群

众的愿望，对各地城市精神的提

炼和精神文明建设有着良好的

促进作用。

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也祝贺《市

场星报》该系列报道圆满成功。

“城市精神”综合凝聚了一

座城市的历史传统、精神积淀、

社会风气、价值观念以及市民素

质等诸多因素，对城市的生存与

发展具有巨大的灵魂支柱作用、

鲜明的旗帜导向作用与不竭的

动力源泉作用。

城市精神，不只是一句口号，

更多地融入每一个市民的身上，

寻找城市精神的过程，就是对这

种精神提炼、浓缩的过程。而这

种深深融入城市每一个市民的精

神，也是城市发展的根本动力。

《市场星报》这组系列报道文风

活泼、采访扎实，从策划创意到文章

采写等各个方面，都十分优秀。系

列报道通过对各地城市精神的寻找

与提炼，全方位地展现了我省近年来

在民生、经济等领域的高速发展。同

时希望《市场星报》今后能涌现出

更多贴近民生的好策划、好报道。

征集城市精神的热潮正在全国

兴起，越来越多的城市纷纷塑造自身

本质胎记和文化识别的城市精神。

之所以出现提炼城市精神的

热潮，一方面是城市的联系越来越

密切，新兴城市在物理景观上越来

越趋同，为规避空间迷失，为了防

止“找不到回家的路”；另一方面也

反映了人们对文化建设的自觉和自

信，把“城市精神”作为城市文化品

牌加以培育，作为城市竞争的软实

力来打造。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

永葆生机与活力的总是那些具有独

特文化和精神气质的城市。城市精

神可以说是城市的立市之魂、发展

之根、前进之本。

《市场星报》推出的这组系列

报道，可以说十分适时。报道不单

单是一种总结，更是通过对城市精

神的提炼与寻找，折射出城市的发

展变迁，并揭示城市精神在城市发

展中的推动和激励作用。

一句话，功夫在提炼之内，意

义超出提炼之外。

省文明办副主任 朱训义

功在提炼之内，意超提炼之外

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 张育瑄

策划独树一帜 别出心裁

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 芮必峰
凝聚城市精神，促进城市发展

随着最后一篇报道的刊出，本报大型系列报道“星报记者下基层之寻找城市精神”圆满结束。该系列报道通

过对一个个“城市精神”的寻找，挖掘出每个“城市精神”的深层次内涵，从而展现安徽各地快速发展的原动力。

该系列报道陆续刊出后，得到全省社会各界的一致赞扬，并荣获2011年度宣传安徽好新闻优秀作品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