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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池市推动主流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纪实

河池日报社发展历程

◆1. 1984年10月1日，《河池日报》创刊。

◆2. 1985年，微型轮转机安装并投入印刷；编辑部职工宿舍大楼竣工。

◆3. 1988年，河池日报社办公大楼投入使用。

◆4. 1989年，新华社电讯稿地面卫星接收站建成并投入使用。

◆5.1994年，购置激光照排机、胶印机；第一张胶印报纸诞生。

◆6. 1999年，推出《河池日报》网络版，当时在广西地市党报中属
于领先地位。

◆7. 2000年，开发《河池日报》网络版网站自动生成系统。

◆8. 2001年，实施计算机直接制版（CTP）项目。

◆9. 2002年，《河池日报》荣获广西优秀报纸称号。

◆10. 2003年，购买报纸彩色印刷机，配套购进激光照排冲
洗一体机。

◆11. 2006年，推出无线电子传媒《河池手机报》；实施广
告承包经营；开始实施自办发行。

◆12. 2007年，河池网正式开通运行；广西首份地市级数
字报——河池日报数字报与读者见面。

◆13. 2008年，《河池日报》荣获广西优秀报纸称号。

◆14. 2009年，推出“河池视屏报”；消息《美国人到瑶山
养猪》 荣获中国新闻奖三等奖，实现中国新闻奖零的突
破。

◆15. 2010 年，获得 《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
《河池日报》荣获广西优秀报纸称号。

◆16. 2011年，河池网推出“网络问政”专区；开通河池
日报官方微信。

◆17. 2013年，购置CTP制版机，改造印刷设备；《河池
日报》获评“广西十强报纸”。

◆18. 2014年，开通官方微信公众号；入选广西首批数字
化转型示范单位。

◆19. 2015年，获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颁发《互联网出版
许可证》；入选第二批国家级数字化转型示范单位；《追忆
都安高中校长莫振高》系列报道荣获中国新闻奖三等奖。

◆20. 2017年，“新河池”App正式运行；消息《河池脱贫经
验“出口”亚非国家》荣获中国新闻奖三等奖。

◆21. 2018年，“河池日报+”微信小程序上线；河池日报“现
场云”开通；获评中国报业融合发展创新单位。

◆22. 2019年，在全国地市报“新春走基层”经验交流会上作
典型发言；获评中国传媒融合发展十大影响力地市党报称号。

◆23. 2020 年，“新河池”App 升级为“头条河池”App；开通
“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开拓数码印刷业务。

◆24. 2021年，成立影视创作中心，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授予广西首个
网络影视作品创作基地；实现了短视频作品被国家广电总局收录零的

突破。建设“寿乡特选”电商平台。

◆25. 2022年，打造“一键游河池”平台；举办“红水河文艺大讲堂”；建
成“一报一网一端两微三视一政务一程序”全媒体传播矩阵，全媒体平台总

用户数达135.2万人；成立机关党委和机关纪委；成立团支部。

◆26. 2023年，推出刘三姐文化和铜鼓文化系列访谈；举办“网红创造营”和“网红歌
圩”；获得中国报业协会批复，同意成立中国报业延安新闻培训学院巴马分院；举办

中国报业延安新闻培训学院巴马分院暨首期培训活动。

河池市广播电视台发展历程

◆1. 1995年8月28日，河池市广播电视台的前身河池地区金城江电视台正式开播，设新
闻综合、科教两个电视频道。

◆2. 1998年10月20日，首次通过“微波+光纤”传输技术，正式开展电视直
播业务。

◆3. 2000年1月，金城江电视台更名为河池地区电视台。

◆4. 2001年9月，河池地区电视台、河池地区有线电视台合并为河池
地区电视台。

◆5. 2001 年，自主筹划拍摄广西首部电影电视剧 《那年秋天》
（上、下集） 在中央电视台首播，该剧先后荣获“金鹰奖”提名

奖、全国少数民族电视艺术“骏马奖”、广西“五个一工程”
奖。

◆6. 2002年12月，河池地区电视台与河池地区教育电视台合
并为一个播出实体，原科教频道更名为教育频道。

◆7. 2002年10月，联合摄制的电影《天上的恋人》荣获广
西文艺创作“铜鼓奖”，在第十五届东京国际电影节获最佳
艺术贡献奖。

◆8. 2002年，首次独立摄制的电视散文《粘膏树》获中国
电视文艺“星光奖”、“金鹰奖”提名奖。

◆9. 2003年2月，河池地区电视台更名为河池市电视台。

◆10. 2006年，节目制作向非线性编辑系统过渡。

◆11. 2006年，电视消息《宜州由劳务输出大市变劳务输
入热土》获第十七届中国新闻奖二等奖，实现中国新闻奖
零的突破。

◆12. 2006年9月28日，河池人民广播电台正式开播，河
池市电视台更名为河池市广播电视台。

◆13. 2008年，广播电视节目信息化上行系统建成，各县
（区） 的广播、电视新闻可以直接通过该系统上传到市广
播电视台。

◆14. 2009年9月，河池广播影视网（www.hcbtv.com）开
通运行。

◆15. 2012年4月，自行设计的第一辆大型高清电视转播
车正式交付使用。

◆16. 2014年，完成广播、电视播出系统数字化升级改造，
正式步入数字标清播出轨道。

◆17. 2016年3月，打造广西第一家手机融媒体平台——河
池手机TV正式上线。

◆18. 2018 年，6 名记者、编辑入选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
员，填补了河池电视艺术界没有国家级会员的空白。

◆19. 2019年1月，调整为河池市人民政府直属正处级公益二
类事业单位。

◆20. 2020年7月，河池市广播电视台抖音号正式运行。

◆21. 2021年，与广西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的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
作工程三年规划重点项目——广播连续剧《大樟树人家》（4集），先

后在广西广播电视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被评为中国广播剧专
家评析连续剧一等奖。2022年11月，入选广西“五个一工程”奖。

◆22. 2021年10月，首台5G+4K全媒体直播车第一期建设顺利完成并交付使用。

◆23. 2022年6月10日，乾独山广播信号发射远程控制系统投入使用，广播发射
机房实现无人值守。

◆24. 2022年7月28日，对新闻综合、教育两个电视频道进行高清化改造，正式进入电视高清新时代。

◆25. 2023年1月19日，“河池全媒”App正式上线。

1984年10月1日，河池市委机关报《河池日报》创刊；1995年8
月28日，河池市广播电视台的前身河池地区金城江电视台正式开播。

扎根河池大地的两家党媒，记录时代风云，适应技术变迁，与时
俱进谋发展，从“铅与火”“光与电”的传统媒体发展时代，共同步
入“数与网”“云与端”的全媒体融合发展时代。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着眼巩固宣传思想文化阵地、壮大主流
思想舆论，作出加快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战略部署。

2023年4月，中宣部批准河池市作为中央财政支持市级融媒体中
心建设全国试点之一。紧接着，河池市委、市政府决定把河池日报
社、河池市广播电视台组建成河池市融媒体中心。

“所当乘者势也，不可失者时也”，河池市融媒体中心的成立，是
立足发展大局，抓住发展机遇，深谋远虑、高瞻远瞩的有力“落
子”。按照中宣部的指导方案，市委、市政府高标准提升、高效能推
进市融媒体中心建设。市委成立由市委书记、市长为组长的工作领导
小组，形成由组织、宣传、发改、财政、人社、编办等部门参与的强
大合力。市委常委会把航定向，市政府常务会精心部署，3次联席会
议反复协调，10余次领导小组会议不断督办，确保各项工作得到顺
利推进。市融媒体中心成立后，“河池融媒”App全新发布，将不断
优化传播矩阵，重构和提升现代传播力，强化文明实践、网络问政、
党建、“一键游河池”、网红创造营等党务政务服务功能，打造全国、

全区具有影响力的主流传播平台。
不忘来时路，奋进新征程。
回望过去，河池日报社、河池市广播电视台两家主流媒体发展足

迹清晰，步履坚定，围绕党委、政府中心工作，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大局，不断创新求变，转型发展，亮点可圈可点。

展望未来，全新成立的河池市融媒体中心将坚定不移沿着党中央
指引方向，加快深度融合发展步伐，持续提升全媒体传播“四力”，
建设高水平新型主流媒体，让河池“好声音”传得更开、更广、更深
入，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河池篇章贡献力量。

本报首席记者 王月华

20222022年年，，““红水河文艺红水河文艺
大讲堂大讲堂””正式开讲正式开讲。。

20222022年年，，““一键游河池一键游河池””项目项目
签约仪式举行签约仪式举行。。

20032003年年，，报纸彩印机上线

报纸彩印机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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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揭牌仪式的领导参观市融媒体中心指挥调度中心。本报首席记者 高东风 摄

参加揭牌仪式的领导参观市融媒体中心演播大厅。本报首席记者 龙 隆 摄

市融媒体中心大楼外貌市融媒体中心大楼外貌。。
本报首席记者本报首席记者 高东风高东风 摄摄

市融媒体中心演播大厅市融媒体中心演播大厅。。
本报首席记者本报首席记者 龙隆龙隆 摄摄

市融媒体中心指挥调度中心市融媒体中心指挥调度中心。。
本报首席记者本报首席记者 王月华王月华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