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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的
故
事

新的时期，媒体融合发展要抓住“变”
和“不变”。媒体之变在于信息技术和媒
体形态及传播方式的迭代更新，“不变”在
于好的内容永远是传播的价值核心。

作为思想文化和现代化技术聚集
地的高校来说，如何能站在时代发展的
潮头并引领社会价值取向应是天然的
使命和责任。就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来说，高校的媒体融合之路必须紧跟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媒体融合发展
的重要讲话精神，通过加强融媒体建设
顶层设计，利用新技术、新理念，全面整
合重构新型融媒体矩阵，打造管理规
范、技术先进、运转高效、传播精准、服
务到位的新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枢纽，
才能实现全面服务和助力学校中心工
作的应有价值。

要热爱
从学生记者
成为职业新闻人

我从小就对文学和新闻有浓
厚的兴趣，2001 年考入河南农业
大学，与理想中的新闻专业失之交
臂，却从未放弃对新闻的热爱，加
入了学校大学生记者团，潜心新闻
和文学创作。

作品发表不仅带来的是荣誉，
“最高的时候一个月收到 2500 多
元稿费”的我成为依靠写作最早拥
有手机、MP3 的同学之一，而那
时，普通老师的月薪不足千元。作
为一个在校生能取得这样的成绩，
所在学院专门为我举办了作品
展。2005 年毕业之际，当不少人
还在找工作时，我凭借厚厚的一摞
作品赢得机会，以本科学历“破格
留校”，从一名校报小记者成为河
南农大校报编辑，从此走上了高校
职业新闻人道路。

初任校报编辑，我一改常规做
法摒弃了“豆腐块”新闻，带领学生
记者做起了动辄 3000 字的“大新
闻”，同时要求大家用都市报的视
角发现新闻，用接地气的语言撰写
新闻。

短短几年间，诸如《校外租房
的堵与疏》《大学奖学金消费调查
与思考》《初登舞台，“90 后”值得
期待》《关于各院高考状元的调查

报告（跟踪四年）》《漫漫考证
路，我们向哪走？》等既立足校

园又新鲜活泼的策划大
稿不断涌现，赢得了读者

的真心喜爱，成为河
南高校校报的一股

“清流”。

在全国传媒变局中，纸媒地位受到
冲击，报纸停刊的消息时有发生。尽管
由于性质特殊，高校校报如同暴风眼般，
外面飞沙走石，里面却是风平浪静的避
风港，不过我深知，只有坚持学习实现思
维和技术更新，才能始终走在高校新闻
工作的潮头。

2009 年，当时各大校报在网络上的
呈现多为网页形式，我一直思考的是如何
让校报像人民日报一样实现直观化阅读，

“走出去”自学深造，熟练掌握了网络新闻
传播技术。后来，随着微博、微信等新传播
手段兴起，又及时开通报纸微博、微信，让
纸面上的新闻在网络、手机上得到新生。

2013 年，全国教育系统加快了新媒
体建设步伐，我也从当年底接受了学校
新媒体建设的重任，开始了从无到有的
新媒体探索。传统媒体有绝对的优势，
对此我一直深信不疑，在开展新媒体工
作时，我坚持“内容为王”，通过丰富的内
容和不断的创新，重点抓原创策划。

在新媒体领域，网络意识形态的斗
争最为激烈。从投入新媒体工作的第一

天开始，我就率先在高校开展舆情工作，
以评论引导舆论维护大局。由学校“官
微”领衔的新媒体联盟，吸纳了上百个网
络和新媒体平台，搭建了沟通互动无障
碍、信息反馈有声音的全网通渠道，契合
大学生思维活跃的特点，达到了传播正
能量、化解负能量的作用。“正负”之间，
引导学生厘清了思想误区，坚定了理想
信念，明确了行动标准。

要开创
做任何新闻
都要既接地气又有深度

要顺势
时代要求我们居安思危，不可安于现状

要思政
引导学生厘清思想误区，坚定理想信念

要融媒
打造新型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枢纽

从大学期间校园里
小有名气的“文青”，在
《郑州晚报》发表第一篇
稿子《足球是圆的》，到
先后在《中国新闻周刊》
《中国青年》《中国教育
报》《中国文化报》等报
刊发表消息、时评及文
艺作品 300 余篇逾 20
万字；从校报编辑、记
者，到新媒体与音像发
展中心主任；从高校新
闻宣传一线，到兼任河
南省新闻工作者协会高
校校报委员会、河南省高
校校报研究会副理事长，
河南省委宣传部特邀舆
情研究员，河南省委网
信办、省教育厅、省妇
联、省社科联多个单位
特约网评员……河南农
业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
长周红飞经历了高校新
闻媒体从平面到多媒体
变迁的全过程，今天，让
我们从他的视角和故事
感受媒体发展关键词。
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竞昳

周红飞我是老师

接轨深融 我们在路上

见证高校新闻媒体教学变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