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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

1996年，与美国《国际日报》合作推出《今日
云南》新闻专刊，成为全国地方媒体中“走出去”
的先行者之一。

从2013年至今，与美国、缅甸、泰国、老
挝、柬埔寨、印度尼西亚、印度、孟加拉国、尼泊
尔9个国家的10家主流媒体合作开办了6种
语言的10份《中国·云南》新闻专刊。

刊物

承办泰文《湄公河》、缅文《吉祥》、老挝文
《占芭》、柬埔寨文《高棉》期刊，是我国唯一用
对象国家文字出版发行的综合性月刊。

网站和海外新媒体

云桥网已开办中文、英文、泰语、缅语、老
挝语、柬埔寨语6个语种的网站频道。

在海外社交媒体平台（推特、脸书、
Instagram、 Pinterest） 开 设 英 文 版
Amazing Yunnan（魅力云南）账号；开设缅
语、泰语、老语、柬语版魅力云南脸书账号。

开设“一jio踏进湄公河”抖音号。
开通多语种微信公众号“澜湄趴”。

国际传播

中共云南省委机关报《云南日报》创刊，报头为毛泽东同志亲
笔题写。报刊为对开4版，首期发行4400份。

1950.3.4
2020年1月19日至2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春节前夕来到云南，看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向全
国各族人民致以美好的新春祝福，祝各族人民生活越来越好，祝祖
国欣欣向荣。

2020.1.22
2015年1月19日至2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在云南调研，希望云南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战
略，闯出一条跨越式发展的路子来，努力成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
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谱写好中国梦的
云南篇章。

2015.1.22

2020年3月4日 星期三6-7

与党同心 与人民同行 与时代同步

70年前，就在云南宣布解放、中共云南
省委成立的第9天，中共云南省委机关报云
南日报正式创刊面世。

在70年的风雨历程和接续奋斗中，云
南日报秉持“主流思想 权威资讯 人民心
声”的办报理念，始终与党同心、与人民同
行、与时代同步，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舆
论导向，大力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
策，落实省委、省政府的工作要求，忠实记
录云岭大地跨越奋进的足迹，生动展现红
土高原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热情讴歌各
族人民群众的实践创造，为全省经济社会
发展提供了有力有效的舆论支持、作出了
积极的努力和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
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文
化工作和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论述，紧紧
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这一主线开展
新闻宣传工作，把握新闻宣传主基调，遵循
新闻传播规律，注重宣传报道效果，着力转
作风、改文风，丰富新闻内容，创新传播方
式，提升宣传质量，为促进云南高质量跨越
式发展、谱写好中国梦云南篇章营造浓厚
的舆论氛围，在努力建设舆论阵地巩固、传
播手段先进、产品形态多样，具有强大引领
力、传播力和影响力的面向南亚东南亚区
域性国际化新型主流媒体集团方面取得新
的进展和成效。

从“一张报”到“一直报”，从“纸端”延
伸至“指端”，云南日报报业集团以创新协
同发展理念，积极适应分众化、差异化传播
趋势，推动信息内容、技术应用、平台终端、
管理手段共融互通，催化融合质变。

守正创新，有“融”乃强。目前，集团形
成了集多报多刊多平台为一体的全媒体集
群，在云南省“一报一台一刊一网”主流媒
体和舆论引导格局中占据“一报”“一网”半
壁江山，发挥着主渠道、主阵地、主力军的
重要作用。

旗下报、网、端、微、云，业已百花齐
放——

1980年1月1日创刊的《春城晚报》，
是改革开放后全国创办的第一张晚报，已
形成报媒、官方网站、新浪官方微博、官方
微信公众号及矩阵、移动客户端等全媒体
平台。其官方微博粉丝达1016万，是云南
区域媒体首个千万级微博；“开屏新闻”App
下载量达88万。

2008年成立的云南网，拥有30多个新
闻和信息资讯频道，日均发布新闻3000余
条，全年总浏览量达3.27亿次，两微粉丝量
162万，阅读量超过5000万。作为全国重点
新闻网站和云南省唯一新闻门户网站，云
南网正成为推动全省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
融合转型发展的核心平台、创新平台。

奋斗是青春最靓丽的底色。这句话，放
在诞生不到5年的云报客户端上，是最生动
的诠释。云报客户端于2015年5月上线，目
前下载量突破200万，位居全省新闻资讯类
客户端首位，是云南党政新闻“第一端”。

云报集团全媒体指挥中心（中央厨房）

是内容生产、渠道、分发、资源共享、发展共
赢的核心平台。全省各州市主流媒体入驻
这里，形成统一的新闻宣传指挥调度中心。
云报集团参与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建
成“云南智慧云”平台，实现“全省一朵云、
一县一个端、州市一体化”。

站在新技术的风口，云报集团通过人
工智能应用、大数据分析、无人机采集、5G
直播、H5应用、混合现实等技术赋能，让新
闻报道更加易读悦读，在媒体融合发展的
蓝海，不断回应网络与数字化时代的新挑
战和新要求。

1996年 5月，云南日报在全国省级党
报中先行一步，与美国《国际日报》合作创
办了第一份海外新闻专刊——美国《国际
日报·今日云南》。如今，在美国、缅甸、泰
国、老挝、柬埔寨、印度尼西亚、印度、孟加
拉国、尼泊尔9个国家，云报集团与当地10
家主流媒体合作开办了6种语言的10份
《中国·云南》新闻专刊，最多时达14份。

云报集团还承办了缅文《吉祥》、泰文
《湄公河》、老挝文《占芭》、柬埔寨文《高棉》
4份国家级外文杂志；运维设有中文、英文、
缅语、老语、柬语、泰语6个语种的网站——
云 桥 网 ；开 设“ 魅 力 云 南 ”（Amazing
Yunnan）海外社交媒体，全方位讲好中国故
事、传播中国声音、弘扬中华文化、塑造云
南形象。

2015年 9月，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
国事访问期间，云报集团利用落地美国的
合作平台，以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为
切入点，用飞虎队的小故事讲述中美友好
合作的大主题，分别于9月24日、26日在
美国《国际日报》《洛杉矶时报》新闻正刊
上推出整版报道，引起当地主流读者群的
高度关注。

目前，云报集团通过报、刊、网、新媒体
一体化的对外传播全媒体矩阵，在增强区
域性主流媒体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方面
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为把云南建设成为面
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提供了有力的国际
舆论支持。

今天，即将投入使用的云报传媒广场
大楼在昆明日新路上格外醒目。它的建成
使用，必将成为云报集团拥抱信息化、奋斗
再出发的新起点。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巩固突出传
媒主业、发展与传媒关联度高的新闻信息
服务类产业，云报集团以内容生产为根基，
多元布局、“五指”发力，打造党政媒体、都
市媒体、外宣媒体、党务政务信息数据服
务、融媒体工作室5个产品系列。

特别是近年来推进的“互联网+政务”
尤为亮眼。依托集团内容和技术优势，云南
网积极承担全省数字政务平台建设、政府
网站及政务新媒体等平台运维保障，承担
了学习强国云南学习平台、云南发布、云南
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云南省纪委监委网
站等运维工作。

“一张报纸，上连党心，下接民心。”新
时代、新气象、新作为，云南日报不负使命
再出发。

传承发展不停步
守正创新再出发

2019年10月1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在
北京隆重举行，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阅兵仪式和群众游行。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并检
阅受阅部队。

2019.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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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一辈记者背着行李进山采访

2001年9月13日，云南日报报业集团成立

记者深入怒江贫困山村采访 云报全媒体记者在省两会采访

云报全媒体记者采访全国两会

云报全媒体记者战斗在咸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一线

省第十次党代会新闻直播间

云报集团全媒体指挥中心

现代化的印刷生产线

铅字排版

记者在地震灾区挑灯写稿 记者在泥石流救灾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