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劳模、 党的十九大代表，
首发集团职工

方秋子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
得者 、 技能冠军 ， 国
网北京公司职工

王月鹏

对于午报 ， 我非常有感情 ，
我是第二次来到这里 ， 前一段时
间， 我专门跟班组里的人商量订
阅报纸的事， 他们第一个选的午
报就是劳动午报 ， 大家都说 ， 报
纸最大的特点是 “接地气”， 写的
都是职工身边的故事 ， 让职工特
别有亲切感。 我有一个感受 ， 写
劳模， 午报记者写出来得更自然、
更深入， 在接地气这方面 ， 劳动
午报做得非常好。

报纸的公众号 ， 发现劳动午
报微信公众号板块很多 ， 内容很
丰富， 很精彩， 非常好。

咱们的报纸 ， 我认为还有一
个特点， 就是及时性 ， 从我参加
挑战大工匠比赛来说 ， 从最开始
的挑战赛 、 预热赛 ， 都是咱们记
者第一时间采访我。

此外 ， 我非常有幸在 《劳动
者周末》 第199期出现， 这让我非
常自豪。 这么多年 ， 我看的最多
的就是劳动午报 ， 拿着报纸看跟
在手机看 ， 不是一样的感觉 ， 感
觉咱们报纸里的内容非常亲切 ，
非常真实， 都是职工身边的故事，
真是非常好 ， 我祝愿报纸能够越
办越好。

通讯员代表、 北京
牡丹电子集团职工

徐倩

我认为午报办报宗旨好 ， 始
终关注劳动者， 有 “纯正、 纯朴、
纯良” 的美好品质 。 “纯正 ” 因
为劳动午报一直秉持着从李大钊
时期的 “铁肩担道义 、 妙手著文
章” 这样一种理念 ， 坚持关注劳
动者 ， 是工人阶级发声的渠道 ；
“纯朴” 是报纸的形式， 文章的手
法； 在价值观和舆论导向上 ， 非
常 “纯良”。

报纸的文艺原创力好 ， 报纸
接地气， 反映的都是基层职工的
生活和故事。

报纸和新媒体传播手段结合
好， 咱们报社目前除了有手机报，
有微信公众号 ， 有演播 ， 还有舆
情监测。

我建议，报纸对读者群体进行
精细分析。 对各读者群进行肖像勾
画，锁定目标读者群，增强粘性。

通讯员代表、 北京
公交保修三厂职工

马振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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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周末》200期座谈会

从报道“方庄模式”开始，多年
来，劳动午报多次报道我们方庄工
会，而且记得《劳动者周末》第一期
上面就有我，让我很激动。

我感受最深的是， 劳动午报
和 《劳动者周末》 的报道充满正
能量。 此外， 报纸还报道其他区
的工会工作经验， 我们看了之后，
特别有启发。

报纸很接地气， 报纸上写的
全是身边人发生的事情， 平时组
织的文体活动， 一些比赛， 常常

能在报纸上看到， 周围人做的事
我们也能看到。 咱们的报纸还有
一些 “健康 ” “旅游 ” “生活 ”
类栏目， 对日常的生活很有指导
和裨益， 我们特别爱看， 也希望
这些栏目能越来越好。

下一步， 我希望， 报纸能更
贴近职工， 更贴近基层， 咱们的
记者多深入基层 ， 多到基层去
挖掘一些生动鲜活的内容， 多报
道职工身边的故事， 将报纸越办
越好。

我多次在咱们劳动午报上被
报道， 是非常激动的 ， 也非常开
心。 刚才看完咱们劳动者周末200
期的宣传片 《温度》 特别有感触，
让人感觉很温暖。

咱们报纸报道的内容很多都
贴近我们一线职工 ， 先进人物事
迹充满了正能量。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弘扬
劳模精神、 工匠精神 ， 在我们的
生活中， 怎样弘扬 ？ 要不断思考
报道方式的革新 ， 报纸出现的人
物， 像小香玉、 丁宁等 ， 他们身
上的优秀品质在深深打动着我们。

我属于交通系统 ， 报纸上也出现
了很多我们行业的优秀代表 ， 像
全国劳模刘美莲 ， 她是一名优秀
的驾驶员 ， 多少年都安全行驶 ，
她身上有很多美好品质 ， 对我也
是激励和促进。

很多人觉得劳模离我们的生
活很远，但是通过报纸对劳模先进
事迹的报道，社会能了解到很多同
行业、不同行业的优秀劳模 ，通过
了解他们的工作、生活 ，感觉他们
离大众很近，我们也能更好地学习
他们，我觉得报纸在这方面做得特
别好，希望以后能做得更好。

丰台区方庄街道总工会主席

郭伯民

这份报纸图文并茂， 熔企业
新闻性、 知识性、 趣味性、 文学
性于一炉， 已成为我们职工工作
生活中的忠诚伴侣。

阅读午报可提升工会创新的
工作自信。 每期专题， 几乎都能
为我们基层工会创新提供借鉴的
模型和修炼秘籍。 其次， 提升了
职工幸福感的文化自信。 话题轻
松、 休闲、 接地气。 第三， 提升

了基层通讯员的写作自信。 作为
通讯员， 让我了解了更多工会信
息， 开阔视野， 增长知识 ， 尤其
让我积累写作经验， 让我在企业
宣传战线上成为一名新闻老兵。

我希望， 《劳动者周末 》 在
体裁上突破随笔、 杂文 、 散文 、
诗歌 、 游记等 “家常菜”， 与正
报互联、 互通 、 互动， 使报纸更
有生气、 更接地气。

读者代表、 北京城建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职工

刘娜

午报记者深入一线 ， 了解一
线公司。 午报最重要的读者是北
京广大职工， 午报在服务百姓方
面做得很到位。

纸媒依然有价值。 虽然现在新
媒体发展很快，但是碎片化的信息
很难给阅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午报的报道有自身特点 。 比
如， 《劳动者周末》 “足迹” 版，

与其他媒体关注的人物都有不同。
在大众媒体更关注明星 、 金融
界精英的时候 ， 午报的视角是
职工 ， 是普通劳动者。 这是午报
的核心竞争力。

我建议 ， 栏目设置还有提升
空间。 阅读者是一代一代发展的，
纸媒的阅读群体有更新代谢 ， 应
多培养年轻读者。

本报记者 李婧 余翠萍/文字整理 万玉藻/摄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