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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段镌刻时代印记的岁月都注定不凡。

今天，当您翻开这份墨香四溢的报纸，可曾意

识到，她已经走过了整整 35个春秋。

35 年，白驹过隙。大家携手，不知不觉就走过

了 12000 多个日夜。蓦然回首，怎能不感叹“日月不

肯迟，四时相催迫”。

35 年，笃志躬行。《人民代表报》带着铅字印刷

沉淀的脉脉清香全彩绽放、全方位盛开，实现从周

一刊到周二刊、周三刊八版彩印，再到网站、微博、

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新闻客户端的与时俱进。抚

今追昔，深感“事非经过不知难，成如容易却艰辛”。

35年，同向同心。《人民代表报》“党报姓党”的立

场始终不变，“开门办报”的宗旨始终不变，“为民发

声”的情怀始终不变，“锐意创新”的追求始终不变。

今天，在新时代的春天里，在媒体融合的大潮

中，35岁的人民代表报，又一次开启新的征程。

1988，肇始三晋

一切还要从 1988年说起。

“建议常委会办一份报纸，以利于更好地宣传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1988年新年伊始，在山西省七届人大一次会议期间，人大代表关

于办报的建议引起广泛关注。时任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庭栋高

度重视代表建议，并将这一建议提上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议程，请

各位副主任和秘书长研究。

在这次主任会议上，对于报纸的创办，与会山西省人大常委会领

导都无异议，但报纸的命名却引发大家热议。这张报纸叫什么名字

呢？有人提出叫“山西人大报”，而王庭栋主任则建议叫“人民代表

报”。经过热烈讨论，大家认为，这张报纸要为全国各地的人大代表

服务，要反映全国各级人大代表的心声，还是叫“人民代表报”好。

报名确定了，请谁来题写呢？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德高望重

的彭真同志。作为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老为我国社会主

义民主法制建设，特别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倾注了大量的心

血。彭真同志接到题写报名的请求后，欣然题写了横排、竖排两种格

式的“人民代表报”报名，并亲嘱把报纸办好。

与此同时，《人民代表报》这份开全国人大系统办报先河的报纸，

引起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家新闻出版署和中共山西省委、省政府的高

度重视，并给予大力支持。

不负众望。1988年 8月 15日，对开四版的《人民代表报·试刊号》

出版。1988年 10月 1日，《人民代表报》正式和广大读者见面。

期许至深。在创刊号和之后的几期报纸上，党和国家领导人徐

向前、彭冲、廖汉生等为报纸创办题词祝贺，时任国家新闻出版署署

长的杜导正、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新闻局局长的张虎生也在

百忙中为《人民代表报》撰写稿件。为把《人民代表报》办得有特色、

有影响，山西省人大常委会的各位负责同志亲力亲为，主任、副主任、

秘书长和办公厅、各工作机构的负责同志轮班审看大样，为报纸的出

版出谋划策。

应时而生，应势而生，应需而生。伴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

展，报纸也从 1988 年的周一刊改版为 1992 年的周二刊，从 1999 年周

三刊升级为 2004年的周三刊八版彩色印刷……特别是随着 2000年 3

月获批全国人代会上会报纸和自 2002 年起开始参加全国人大常委

会会议的采访报道，《人民代表报》的全国影响力快速扩大，发行量不

断攀升。

承蒙各地各级人大新老朋友始终如一执手同行的激励，新老代

表报人坚守“坚持为人民服务、为人大代表服务、为人大工作服务、为

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服务”的办报宗旨笃行不殆，与各地各级人大及人

大代表风雨同程、相携相伴，在服务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

理论与实践中，在助力践行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探索中，交出不负

全国“唯一”的预期“答卷”。

风云一纸书，读懂人大故事

35 载，这是一段记录伟大历史进程的光辉岁月。《人民代表报》

串起了一部故事版的人大发展史，跃动着鲜活的思想，洋溢着蓬勃的

朝气。

35 载，我们以坚定的政治站位肩负担当，聚焦新时代坚持和完

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新使命、新要求，围绕党和国家重大决策部署

精心组织一系列主题宣传。《五水共治·代表在行动》专题报道、“实效

人大看江苏”主题采访活动、“寻访最美读书人大代表山西行”及“助

力攻坚‘三大战役’”“战‘疫’一线的人大行动”主题栏目……原汁原

味再现助力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和急难险重关头各地各

级人大与人大代表的担当作为、情怀境界；“记者走基层·喜迎十九

大”系列采访报道活动，以及“喜迎党的二十大”“学习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学思想强党性建新功”主题栏目，弘

扬主旋律、传播最强音、守牢舆论“主战场”，深度诠释了忠诚担当紧

跟党的如磐初心。

35 载，我们以新闻专业的精神发声立言，锚定新时代人大工作

新常态、新探索、新亮点，通过《第一次质询》《德州万名代表走上被评

议席》《一样“家”不一样的效果》《开辟基层预算民主新路径》《中秋激

辩为民生》《全国首位地方监察委员会主任选举产生记》等一篇篇独

家力作，深度讲述、生动彰显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鲜明的制度优势。

35 载，我们全方位多角度跟进民主法治建设，2004 年 1 月创办了

《法治周刊》《民生周刊》《博览周刊》，开辟新阵地，增设新栏目，更加

及时、准确、便捷地反映基层民主进程。

35 载，我们不断走出去，积极扩大“朋友圈”，先后在山西、河北、

辽宁、湖北、陕西、湖南、青海、云南、浙江、江苏、北京等地组织了多次

通联活动；2010年，开展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优势融合实践，启动“人民

代表报·网全国巡回采风活动”，报社采风团先后踏访了浙江、湖南、

辽宁、广西、湖北、内蒙古、江苏、福建、河南、青海、贵州、河北等 18 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100 多个县（市、区）；2016 年起，先后在浙江省

温岭市、湖州市南浔区、温州市龙湾区等地开展“人民代表报基层联

系点”挂牌活动，将新闻触角深入人大工作前沿。由此，更多读者开

始走近《人民代表报》。

今天的《人民代表报》，不只是一张报纸。

“充分运用新技术新应用创新媒体传播方式，努力占领信息传播

制高点。”2003 年，人民代表网正式上线；2009 年，代表手机报、民声

手机报开通；2011 年，人民代表报官方微博开通，2014 年，人民代表

报微信公众号上线；2015 年，在全国人大报刊系统中首家入驻“今日

头条”；2018 年全国两会期间，人民代表报微信公众号首次将部分稿

件由单一的文字形态转化为文字、视频、音频、动漫等形态，让静态的

新闻动起来，实现立体、交互传播；2023 年 4 月，人民代表报视频号开

通；2023年 10月 1日，人民代表报新闻客户端正式上线。

2013 年 3 月，报社制作的全国首部人大监督题材系列纪录片《监

督的力量》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见证》栏目播出。全国人大

常委会原副委员长何鲁丽、周铁农担任顾问。周铁农题写了片名“监

督的力量”。何鲁丽给予纪录片高度评价：“以电视艺术聚焦人大监

督故事，彰显人大监督力量，是人大制度宣传创新和电视文化创新的

一次有益尝试。”

35 载，我们的每一次改变，都源自初心——植根于人大，服务于

人民。新技术、新平台、新面貌，只为与你走得更近；创新新闻的内容

与题材、创新传播的方法和手段，只为跟得上你的变化。

大潮起，在这里看到未来

开拓奋进是《人民代表报》的传统，勇于创新是《人民代表报》的

基因。从 35 年前山西太原迎泽大街 319 号的灯火中走来，我们勇于

自我革命。

推动人事改革、进行全新改版、重塑新闻生产流程、转变文风作

风……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新形势新任务下，在媒体融合发展

的大潮中，我们未曾停止探索。坚持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坚持

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坚持调查研究的深度、记录见

证的厚度、观察思考的高度，我们不断扩大人大主流媒体的影响力版

图。

从印刷到触屏、从油墨到字符、从传统到当下，全媒体时代给予

我们创造历史的光荣机遇，我们不惧雨骤风急，不畏山高水长，以改

革者的激情把媒体融合推向深入，以创新者的闯劲让媒体融合行稳

致远。

2023 年 1 月 1 日，作为贯彻落实中央人大工作会议精神的一

项重要举措，《人民代表报》进行全新改版，以适应人大宣传工作

和读者阅读习惯的变化以及纸媒发展的潮流。在充实、细化原有

版面内容的前提下，《法治周刊》改版为《法周刊》，《民生周刊》改

版为《民周刊》，停办《博览周刊》，新办《代表周刊》，全方位聚焦代

表工作，突出高度、广度、深度和温度，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

程中，讲好新时代“人大故事”“代表故事”，让《人民代表报》名副

其实。

在新一届报社领导班子的带领下，我们以“双基地”（人民代表报

理论研习实践基地、人民代表报培训基地）建设为支撑，南下湖北、贵

州，东进江苏、河北，西抵新疆，北出内蒙古，中守山西左权，为各地

人大和各级人大代表提供更专业、更贴心的新闻服务和培训服务；

启动创刊 35 周年“全国行”采访活动，编辑、记者组成采访小分队，

遵循党的群众路线，分赴全国各地开展广泛深入的采访，进一步系

牢了各地人大传播工作信息、展示工作亮点、交流工作经验的“纽

带”，以报社为媒、以“新闻+培训”为桥的服务网络布局已迈出实质

性步伐。

随着人民代表报新闻客户端的正式上线，人民代表报社已构建

起集人民代表网、新闻客户端、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头条号、微博为

一体的新媒体传播矩阵，实现文字、图片、视频、音频多体裁、多渠道

传播。人民代表报新媒体矩阵将遵循新媒体传播规律，传承优势基

因，深耕人大内容，集纳最前沿、最快捷、最鲜活的人大新闻资讯，致

力于打造全国人大系统最权威、最专业的新闻资讯服务平台。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凡是未来皆可期待。

以创刊 35 周年为新的起点，我们将坚守传统媒体阵地，深耕报

纸内容，办一张有深度、有厚度、有温度，尤其有政治格调的报纸，打

造媒体性格独特、人大专业鲜明、社会影响力权威的品牌形象；我们

将通过加快媒体融合，建设人大专业数据库，搭建地方人大信息服务

和业务交流平台，打造人大系统的“今日头条”；我们将深化新闻、培

训两大服务功能融合，延伸产业链、培育新业态，实现由单一业态向

复合业态转型。

国有梦，报亦然。躬逢盛世，在全国各级人大和新老读者朋友一

如既往的关心和支持下，代表报人必将以改革的精神、务实的作风、

奋发有为的状态，不断提高《人民代表报》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

公信力，讲好中国全过程人民民主故事，讲好中国人大故事。

天地风霜尽，新程壮阔多。致本报创刊 35 周年，并与广大读者

共勉！

为人民民主放歌
——写在本报创刊35周年之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