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徽市场报》创办之初，人财物

都白手起家，发行广告也从零开始，

确实困难。张韧回忆，从省信息中心

抽调了几位骨干人员到报社。主要是

刘济民作了很多贡献。他有很好的办

报经验，招聘业务人员，又动员了不

少社会资源。第一年，有的人还没列

入正式编制，运作资金也紧张。但我

们一直相信一句话叫“只要有作为，

就会有地位”，不能处处伸手，先把它

办起来再说。

“我们这批人很坚韧努力，信息

中心和计委各部门都支持，计委还

帮报社筹集开办资金，渐渐地我们

在报界站住了脚跟，有了地位。”张

韧说。

只要有作为，就会有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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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报纸记录一个时代。一张都市报见证一个城市的变迁。
2012年是个特殊的年份，《市场星报》（前身《安徽市场报》）将迎来创刊20周年。这20年来，我们走过三大

步，1992年以行业报面世、1999年转型为都市报、2010年更名改版华丽转身，每一步，我们都迈得坚实有力。
走过20年，我们见证了时代变化，也记录江淮表情，更成为这个火热年代的参与者、推动者和亲历者。20

年来，我们责任至上，公信天下。为都市秉烛，为民生立言，为创富开路，市场星报人有激情，在状态，铁笔蘸墨，
镜头为枪，支撑着新闻梦想，肩负着社会责任，有新闻的地方，我们始终冲在第一线。

20年如白驹过隙，往事却并不如烟，我们风雨兼程，春华秋实。从今日，本报将陆续推出20年系列报道《见
证20年》，这里有关心本报成长的高端人物访谈，有20年来我们报道的人和事的回顾……20年的故事，即将在
这一篇篇饱含深情的文字里静静地流淌出来。

今天，首先来讲述往事的是本报首任社长、安徽省经济信息中心原常务副主任、文汇新民报业集团原纪委
书记兼综合党委书记张韧，听听她如何讲述20年前我们的热血青春。

热血在左 智慧在右
读者为心

20 年 前 ，在

一间看上去像仓

库的办公室里，

在 只 有 几 位 编

辑、每个人身兼

数职的情况下，

这份由原省计划

委员会（省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前

身）主管、省经济

信息中心主办的

《安徽市场报》诞

生 了 。 5 月 11

日，记者采访了

本报创办发起人

之一张韧，谈起

创办这张报纸的

情况。用张韧的

话说，“当时的困

难 只 是 物 质 上

的，精神上从未

觉得困苦，没有

人打退堂鼓。”

记者 孙婷

《安徽市场报》1992 年创刊，2010

年更名改版，期间由一份行业报转变

为都市报。“当时不是谁头脑发热，也

不是什么长官意志。”张韧反复强调，

《安徽市场报》不是一张机关报，而是

在“社会经济发展需求下应运而生

的”，“九十年代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发展太快了，尤其上海浦东开发开放，

风生水起。省计委派调研小组到浦东

考察学习，我任组长，也参加了省委对

开发开放沿江的调研。深深感受到省

内各界对加快发展的强烈愿望。而发

展经济，社会上最需要的就是信息。

安徽那时缺少一张提供市场经济技术

资讯的专业报纸。我们何不办一张

《安徽市场报》？恰恰可以满足这一方

面需求。同时，省计委的工作在转轨

之中，市场报也能配合计委在市场经

济发展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省信息中心既然叫信

息中心，它的责任就是为经济发展提

供信息服务。有了《安徽市场报》，我

们就不像从前只能通过开会、办内刊

或者跑到工厂、农村去发材料送信

息，而是有了更为权威、客观、确凿的

信息传递渠道，覆盖范围更广泛，更

贴近百姓。”

张韧又说，当然，办报不容易，但

是我找到一位好总编辑刘济民，曾多

年工作于《安徽日报》和《西藏日报》，

有了这个条件，我们就打报告申请创

办《安徽市场报》。得到了时任省计委

主任张平的大力支持，并且明确本报

要面向社会大众、面向市场。所以“当

年是应运而生，就像如今改为都市报

是应运而变”。

当年应运而生，如今应运而变
读者不需要你，就没价值

1993 年秋天，张韧回到上海定

居，任新民晚报党委副书记。后来

在文汇新民报业集团纪委书记兼综

合党委书记岗位上退休，曾是上海

市报协副主席。谈到如今纸媒面临

新媒体冲击的困境，张韧介绍了《新

民晚报》的一些对策。

“做报纸一定要抓住读者，读者

不需要你，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新民晚报》就“细分读者市场，针

对不同年龄段、不同类型的人群，多

样化地提供信息。逐年开办了新民

体育报和社区报、地铁报等。他们

办的新民网也有相当的点击率。晚

报开辟的‘新民茶室’，就专门吸引

中老年读者。《新民晚报》始终关注

民生问题，‘夏令热线’和‘冬令热

线’是坚持多年的著名品牌栏目，民

众需要解决的问题通过‘热线’到报

社，报社立即反映给政府有关部门，

有关部门通过‘热线’及时将解决问

题的情况反馈给民众，互动效果非

常好。这样的热线活动连市长都特

别关注。”

张韧说：“报人要有正义感，有

风骨，敢于维护人民的利益，更要严

谨，否则反被别人咬一口。所以，热

血+大脑，才能办好报。”

采访对象：张韧
职务：《安徽市场报》首任社长
安徽省经济信息中心原常务副主任
文汇新民报业集团原纪委书记兼综合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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