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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民晚报、新闻晨报、法制晚报、华西都市报等全国数十家主流
媒体推出社区报之后，郑州晚报也顺势而为，推出自己的社区报。

4月25日，郑州晚报的“金水·郑东金版”与郑州市读者见面，这是
河南首份社区报，它贴近社区，提供融入社区的新闻报道，为社区居民
排忧解难，集中提供全面的社区信息。

“金水·郑东金版”主要针对金水区和郑东新区发行，除了这两个
区的原郑州晚报订户，包括金水区和郑东新区的沿街门店、楼堂馆所、
大中小学、大型社区都能第一时间看到这份报纸，此外，金水区和郑东
新区近30座加油站下午也将免费发放。

目前，“金水·郑东金版”已连续出版三期，它以高密度、高覆盖和
亲和力赢得郑州广大读者好评，同时也受到全国报界好评，全国多家
报社在祝贺郑州晚报社区报创刊的同时，也派来考察队伍。

与此同时，郑州晚报针对二七、中原、管城区的社区报也正在紧锣
密鼓地筹备中；针对郑州六县区发行的社区报也在“整装待发”，不久
将与郑州市民见面。

当这些社区报一一推出后，郑州晚报会更加贴近市民，更多当地
新闻，更多本土关注，届时郑州晚报的发行量和影响力将进一步提
升。我们深信：社区报有广阔天地，大有可为。

目前，郑州正在加快新型城镇化的步伐，我省倡导的产业集聚区
建设也正在让产业与新型社区有机融合，郑州正在形成一大批让居民
有着强烈归属感的社区。陈凯认为，只要坚守社区这块“小阵地”，社
区报前景可期。

“在中国，不少人认为社区还不成熟，社区里生活的人社区感不
强，对身边的事情不够关心，所以在中国做社区报有点早了，我不这么
认为。”19日凌晨，已经夜深人静，陈凯还在和郑州晚报的记者谈论着
中国的社区报，在她看来，社区报是社会转型的需要，是媒体生存的需
要，是公民利益表达的需要，我们要做的就是通过一张社区报让社区
居民关心我们生活的这个社区，关心自身的价值。

“所以，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尝试做一张社区报来推进社区生活方
式的改变呢？”陈凯反问道。

互联网，智能手机，年轻的一代人随时随地都能看新
闻，满城满眼都是新媒体。

为了应对新媒体和互联网的冲击，每张都市大报都
在寻找突破的路径和办法。

17日、18日，“中美社区报高峰论坛暨社区新闻创
新研习班”在上海开讲，新民晚报、法制晚报、华西都市
报、钱江晚报、合肥晚报、潇湘晨报、重庆商报等国内知
名的 20 多家都市大报的总编辑和社区新闻负责人齐
聚于此，大家探讨的一个主题是：针对城市中高端社区
精准发行的社区报，会不会是未来都市报突围的一个
方向？

陈凯教授著作的《走进美国社区报》一书中明确表

示，社区报在美国有 300 多年历史，占美国报纸总数的
97%，很多家族办的社区报有着百年寿命，至今仍存活得
很好，美国社区报的平均利润率在30%以上。所以，美国
的社区报的办法经验和发展历程是中国社区报行进道路
上的一个重要参数。

乔克·劳特罗既是大学里新闻学的研究者，也是创办
社区报的实践者。他本人创办了两份社区报。

《桑福德先驱报》作为一份纯粹的家族式社区报，如
今比尔的儿子也供职于这家报纸，可以说是四世办报。
这份报纸在当地受到了社区居民的欢迎。

陈凯担当了两位美国社区报人的翻译。并主讲了
中美社区报发展的差异及背后的成因。

虽然三位美国社区报人对中国的社区报基本没有了解，但他们所谈
到的美国社区报的办报经验大受欢迎，也让中国的社区报人深受启发。

国内的新民晚报和法制晚报作为中国社区报的最早一批实践者，
已有六七年的社区报办报经验，如今，新民晚报已在上海各个街镇、办
事处运作了20多张社区报。美国的社区报之所以发行量不大，都在5
万份以下，主要源于美国人口基数小，社区规模都不大；而中国人口众
多，一个河南省的人口总数就接近1/3的美国人口总数。而且中国社
区规模巨大，人口密度又高，新民晚报所创办的社区报总发行量在80
万份左右。郑州晚报社区报目前仅金水、郑东新区就发行30万份。

法制晚报则先后探索了4张社区报，比较知名的有《今日望京》等。
珠江时报也先后运作了四份社区报，在当地反响很大，总发行量超过20
万份。

此外，上海的社区晨报及北京的社区报也非常知名。
作为后起之秀，华西都市报于今年1月8日创刊的华西社区报每

周出版两期，每期的发行量都超过10万份；而一个县级市的报纸如皋
日报出品的社区报《新如皋》，去年7月1日创刊，到2012年年底，创刊
半年营收超过700万元。

对美国和中国社区报均有研究的陈凯用“中国特色”来形容时下的
国内多家社区报，它们各具特色，发行量和内容上与美国有很大差异，
而这些正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特点所决定，中国报人们也正在摸索。

“无论是哪一种模式，都可以看做是中国传统媒体在分众传播时
代的一种新的探索。”新民晚报社区报社长周忱这样说。

社区报早产了吗？社区报是新媒体的盲点吗？这是已在社区报
办报道路上摸索和坚守了 7年之久的法制晚报副总编栗玉晨在论坛
上抛出的问题。

虽然这个问题很难有个准确答案，但很显然，在新媒体的压力下，
在各城市都市大报们的凶残拼杀中，作为突围路径之一的社区报已在
中国大江南北落地开花，这中间积攒着创办者们的智慧。

而且问题的提出者栗玉晨仍然选择了坚守，他给出了坚守的五个
理由：都市报突围需要新方向；民主化进程需要新启蒙；新文化建设需
要新平台；广告商推广需要新资源；实践目前已经初见曙光。

社区报：
中国都市大报未来突围路径

中国社区报南北开花：
中国人口多，社区规模大
社区报发行总量大

郑州正在加快新型城镇化的建设步伐：
郑州晚报社区报恰逢其时
读者欢迎、业界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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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亿美元收购了63份社区报50岁的白领阶层
社区报发行总量大80万份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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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社区报

在美国，有“无报不成镇”的说法，几乎每个小镇都有
一份服务于社区居民的社区报。在纽约，社区报多达350
家；在北卡罗来纳州，也有200家左右的社区报。

在全美，有超过 7000份的相对大报来说是小报的社
区报。

作为美国社区报的研究者，乔克·劳特罗表示，当地
化、贴近性、相关性，是美国社区报在内容上的三条铁
律。一张社区报无论怎么强调当地都不过分，他举了一
个例子，比如一个小镇的社区报，唯一一次报道奥巴马的
新闻是因为奥巴马来到了这个小镇，除此之外，再也没有
报道过美国总统。因为在这张社区报的主编看来，只有
当地的居民才是他们最关注的人，镇里的任何一个普通
人的人名和面孔都有可能在这张社区报上大放光彩。

“在过去的5年中，美国大报在走下坡路，但社区报却
没有像大报那样快速下降。”乔克·劳特罗说，也许无与伦
比的本地化报道正是数以千计的社区报生存的密码。

乔克·劳特罗表示，服务于当地居民的社区中小商业
都是美国社区报的广告源。

比尔·霍纳的祖父在 1930年于北卡罗来纳州桑福德
创办了“THE SANFORD HERALD”(桑福德先驱报)，这份

社区报覆盖北卡罗来纳州中部4个郡。
虽然这份报纸发行量只有 8000份，但它给比尔家族

带来了丰厚的收入，因为这份报纸每天的读者有2万人，
而且读者群是当地小镇里 30岁到 50岁的白领阶层。这
样的读者构成吸引了广告商的眼光，家居、健康和汽车成
为比尔的三大广告来源。

在陈凯看来，美国社区报的日子之所以比大报过得
还滋润，就是因为其无可替代的当地新闻报道，社区记者
深入居民生活圈子，而这些正是那些大报们看不上的零
碎新闻，也不愿意或者没能力覆盖到的小镇。

关于美国社区报的读者群，陈凯举了个例子，比如这
个社区里一所高中的学生要毕业了，那么社区报会刊登
每一个毕业生的照片，甚至对他们进行介绍，试想，这样
的报道怎么能不引起这些孩子们爸爸妈妈及亲朋好友的
关注？

还有一个例子也许更能说明问题，在美国的社区报
上，一些学校的体育比赛都会被社区报的记者大写特写。

“无与伦比的当地化，社区里普通人的人名和人脸可
以随时出现在社区报上，这正是美国社区报魅力之所
在。”陈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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