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月 18 日，《姜堰
日报》“三水文苑”副刊
（公众号）影响力提升
座谈会在区融媒体中
心举行。与会嘉宾围
绕如何办好副刊（公众
号）畅所欲言，在围绕
中心创作、加强选题策
划和作者队伍建设等
方面提出宝贵意见和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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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智汇聚 贤思共融
——《姜堰日报》“三水文苑”副刊（公众号）影响力提升座谈会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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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 像

“新闻引人，副刊留人”。在媒体融合的环境下，“三水
文苑”当融合新媒体传播的优长，强化“留客”功能，影响有
影响力的人，使其成为一道独特而不可替代的风景。“活动
活动，一动就活”，活动是吸引读者注意力的有效手段。要
多搞活动，根据不同的受众将作品编纂成书，让读者的阅
读更丰富，通过读者的分享让更多的人了解姜堰。要重视
链接，借助地方媒体及自媒体，对“三水文苑”进行宣传。
要把好文字关，为净化文字、提升姜堰文化水平作贡献。

周桐淦
（江苏省中华文化促进会副主席、江苏省作家协会原副主
席、扬子晚报原副总编辑）

在大众传媒多样化的今天，地方报纸要寻求突破口，
必须抓好副刊。要提升“三水文苑”的质量和影响力，首先
要坚持“政治家办报”，牢牢坚守媒体的党性原则和社会责
任，把正确导向的要求贯彻到工作的各个方面和全过程。
副刊编者要有使命感和情怀，坚守舆论阵地，不断与时俱
进，追求真理、关注民生，同时要把握好度。对作者队伍要
有低门槛，更要有核心，让身边人写身边事，形成星星之火
燎原之势。要有好作品，同时及时推介、评点，让副刊的影
响力得到有效提升。

王正宇
（江苏省国企研究会副会长、省国资委原副主任）

《姜堰日报》作为党报，对“三水文苑”的重视正当时。
要提升“三水文苑”影响力的核心是：不能把文学副刊当文
学刊物去办，一定要把它当成“大文化副刊”。要实现“大
众写作”“大众阅读”“大众评论”“大众分享”，要把思路打
开，不要自我设限，要让所有人都参与进来，人民喜欢看什
么就写什么，让阅读“走进”千家万户。要以情动人，注重
亲情、友情、爱情、乡情，坚持“向真向善向美向上”核心，抓
住时机，把“三水文苑”做精做强做大，走出一条更好的
路。要有情怀，全方位重视副刊文化，注重时效，对文章适
时点评，让每一位作者都有成就感。

翟明（泰州晚报原总编辑）

“三水文苑”影响力的提升，要解决四个“愿意”的问
题。一是“愿意看”。文学作品要有意思、有故事、接地气，
要有地方特色，让读者愿意看，才能走得远。二是“愿意
写”。要多研究哪些人来写，如何让有影响力的人来写，如
何让姜堰在外地的文人来写，面越广越好，写的人越多越
好。三是“愿意读”。编者如何去编稿很重要，在确保正确
导向性的同时，可以邀请高水平的人适时点评，让文章上
更高层次。四是“愿意参与”。要定期举办一些吸引人的
活动，不断产生冲击波，提升影响力和号召力。

黄跃华
（姜堰区委宣传部原副部长、原姜堰区广电局局长、原姜堰
电视台台长）

建议搭建作者奖励平台，把作者动员起来，调动作者
宣传的积极性，让作者把“三水文苑”一些喜闻乐见、涉及
姜堰传统文化的作品“讲”出去，有意识地把受众群体集合
起来。平面可变成立体，“三水文苑”的内容可以放上电视
屏幕，更直观地把优秀文章、优秀作者宣传出去。建议对

“三水文苑”多年来的作品进行梳理，分门别类集结成书，
对姜堰历史文化深度挖掘，通过不同渠道、各种方式推广
给不同的受众，成为对外宣传姜堰的一个窗口，让大家更
加了解姜堰，更加热爱姜堰。

王万军（凤凰新华姜堰新华书店高级顾问）
“三水文苑”是姜堰文人坚守的一块阵地，亮点纷呈。

“点”：解决了部分刊物停刊的痛点，打造并坚持了区域特色亮
点。“线”：囊括了散文、诗歌等文学体裁，还有机地将文脉之线
延续到文化、文艺、文史等领域。“面”：通过一批人的不懈创作，
带动了一群人，成就了一城人，影响了一代人。“天”：有机地将
党务、政务和业务结合起来，让新闻吸引人、让副刊留住人。

“地”：要更多推出亲情、友情、爱情、乡情的文章，让真善美拔
地生长。“人”：汇聚起江淮海人气，让“三水文苑”更具人间烟
火味。“精”：多出精品，特别要推出像《远去的吆喝声》《苏中红
嫂》这样在“三水文苑”首发，并走向全国的思想精深、艺术精
湛、制作精良的扛鼎文章。“气”：要不遗余力开展线下活动，展
现万千气象。“神”：线上公众号要形神具备，要有留言互动，
建议在提升文章阅读流量、曝光指数、转载分享上再做文章。

谢志宏（区文体广旅局副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