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贺《东方体育日报》创刊20周年
在迎来希望的五月，申城专业体育媒体《东方体育日报》也迎来了创刊二十周年的喜庆日子。

我谨代表上海市体育局，向《东方体育日报》全体同仁表示热烈祝贺并致以崇高的敬意！

自2002年创刊以来，《东方体育日报》始终立足上海，覆盖全国，放眼世界，为读者提供及时、

全面、深入的体育报道。二十年来，国内国际重大体育赛事活动都有《东方体育日报》的笔墨飘香，

让我们见证了一次又一次精彩难忘的瞬间，为城市留下了弥足珍贵的体育印记。进入新时代，《东

方体育日报》正以锲而不舍的精神构建全媒体、多元化、多平台的体育传播新体系，积极弘扬奥林

匹克精神和中华体育精神，主动融入上海体育事业发展的服务与治理，树立了专业体育媒体创新
转型的新样板，为上海建设全球著名体育城市做出了积极贡献。

二十载筚路蓝缕，《东方体育日报》承载着一代人的体育情怀；二十载砥砺奋进，《东方体育日

报》见证着上海体育发展之路。 20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衷心祝愿《东方体育日报》越办越好，奋

力谱写新时代体育事业发展的新篇章！

上海市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

《东方体育日报》今天年满20岁，

是2002年5月18日创刊于上海的。上海

人称呼它为“东体”。 “东体”可不是从

仙石中蹦出来的孙悟空， 它的前身是

《新民体育报》，为《新民晚报》旗下的

一份子报。 如果再往前追溯一下 《新

民体育报》的来龙去脉，那么更早些它

是上海市体委麾下的专业体育刊物

《体育导报》。1994年，《体育导报》转入

新民晚报社， 更名为 《新民体育报》。

晚报的体育部彼时称为 “一部三推”：

晚报体育版、体育报和《围棋》月刊，阵

容豪华得很。1998年，《新民体育报》与

晚报体育部分手， 自主办报、 自主经

营、自负盈亏，走上了市场化道路。 四

年之后，《新民体育报》 摇身一变成为

了能够天天出版的 《东方体育日报》

了。 朋友，侬还保存着“东体”的创刊

报纸吗？ 这时的“东体”版面变大了，

是一张彩色印刷的对开大报了。 新民

晚报人曾经有这样一种情结： 老是被

大报的同行称呼为小报小刊， 讨厌得

很。 现在办出一张大报来拨侬看看。

大小由之，绝非难事。哈哈，开心一记。

《新民体育报》是周一刊。 在彼时

报业竞争激烈生猛的局势下明显力道

不足。 体育报先是从周一刊增添为一

周二刊，每星期一、四出版。 恐怕读者

不知道，报纸的头版都显著标明“周一

刊”“周四刊”。 再后来体育报改版为一

周三刊了。 市场马上承认了体育报的

增量扩容， 报纸的发行量达到了日平

均销售45万份。 体育报扩版之初走的

是街头零售为主、 订阅为辅的发行渠

道。 每天发报四五十万份是怎样一种

闹猛景象呢？ 那就是在上海的公交、地

铁车站、 车厢里都能见到匆匆上班的

体育迷们带着、捧着、看着当天的体育

报，一睹为快哦。 周刊的体育报走向体

育的日报是那时的必然之举。 《东方体

育日报》 面世搭乘到了纸媒繁荣盛世

的末班车，运道真不是一点点。

体育报成长为日报， 编辑部从区

区十人增添到七八十人。 体育有以赛

代练之说，“东体”是以出报操练采编。

当时，编辑、记者多半是“80后”的大学

生，队伍年轻得很，氛围活泼得很。 编

辑部的故事精彩纷呈， 这得有机会另

外开篇哉。 我是“东体”最为年长的报

人了， 我鼓励小朋友们常常是引用伟

人的一句诗词：“东方欲晓， 莫道君行

早。 ”在人生的道路上，千万不要以为

自己才是先行者。正值青春年华的“东

体”，还有很长，甚至很艰难的路要走。

就此祝福 《东方体育日报》 一路顺风

吧。

●

去年某日，康桥基地，申花与一友

队打赛季前的教学赛。远处的铁栏外，

有一排球迷在观看。比赛中场休息，去

铁栏处吸烟， 见到球迷中有一张半生

不熟的青春面孔，叫不出名字，但知道

他是《东方体育日报》的记者。

铁栏外，一片茂密的树林 ，林中

小路坎坷，杂草丛生，边上有一池塘。

再外面，是外环高速，车流飞驶。 没

问 ，但感觉得到 ，要走近铁栏 ，不容

易。

康桥在远郊，《东方体育日报》在

市中心，相距半百里。通地铁吗？有公

交吗？不了解。如果叫出租，没有一百

多元，到不了。 现在，报纸市场不大，

当记者的，收入不高，坐出租，一笔不

小的开销。

来回一次康桥，不容易。

教学赛封闭的 ， 也不对媒体开

放，这是事先知道的。 记者不到现场，

很正常。但是，这位记者还是来了。站

在铁栏外，与球迷一起看比赛，为赛

季报道做准备。

多写目睹的，少写耳闻的 ，这是

《东方体育日报》的信条之一。 目睹，

就得到现场。 从铁栏外那张青春面孔

上，看到了“坚持”两字。

欣慰之外，还有感动。 坚持，不容

易，可贵。

●

互联网兴起之后，办报之路越走

越窄、越走越难，举步维艰。 多少报纸

已经停办？ 屈指难数。

上世纪90年代， 报纸兴盛时，体

育报纸也雨后春笋般冒出，几乎各省

都有一张，《体育时报》《球迷报》《体

育参考》《甘肃体育报》 ……现在还在

的，有影响力的，也就《东方体育日报》

《足球报》《体坛周报》等三五家。

报纸难办。 《东方体育日报》自负

盈亏，更难。 报纸难办，已有十余年。

《东方体育日报》还在，还有影响力，在

于坚持。

坚持， 不仅是一种精神， 一种品

质，还得有诸多具体的东西。譬如前述

的那位年轻记者的坚持到现场， 就是

其中之一。

没有具体的东西支撑，光喊口号，

会成为客里空。

●

当然，需要坚持的首要，是立场。

站在球迷的角度，想球迷所想，见球迷

想见，说球迷想说，急球迷所急，服务

好球迷，是《东方体育日报》的重要立

场。由此，这位年轻记者与球迷站在一

起看球，具有象征意义。

●

互联网是技术革命是时代潮流，

对着干，是鸡蛋碰石头，是自不量力。

坚持之中，还得有跟进，有顺应，

有创新。

《东看台》的视频，东体微信公众

号，东体微博，东方体育客户端，东方

体育日报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是

年轻人的强项。 《东方体育日报》现在

的队伍很年轻，看好他们。上述这些新

东西，时不时地会看，获益良多。 看到

精彩的，会心而笑，心想，现在的年轻

人多才多艺多功能，着实不一般。

愿意成为他们的拉拉队， 扯开老

嗓子，喊“加油！ ”

●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二十年过去

了。对《东方体育日报》，我是活到老看

到老。 值《东方体育日报》二十周年庆

之际， 希望年轻人再坚持二十年三十

年，让我看到死。

谢谢并致敬！

活到老看到老
秦天

阿仁

莫道
君行早

原东方体育日报社党支部

书记、社长

原东方体育日报社发行人

一版编辑 郑 毅 本版编辑 郭知欧 A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