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千多年前，中国的古圣先贤把“新
民”两字写在书上，《尚书》中有“作新民”，
《礼记》中有“在新民”。从此，“新民”二
字，悠远绵长：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精
神惟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垂
念在民。

  年前，三位年轻人把“新民”两字写
在纸上，《新民报》横空出世。既为致敬孙
中山先生撰写发刊词的《民报》，又为做“新
民的报”，反映民情、启发民智、关心民生。

从此，一纸风行——
    年 月 日，创刊在南京；抗战期

间，辗转于重庆、成都；抗战胜利后，再返
南京，接着，北上北平、东进上海；五个城
市或者同时出日刊、晚刊，或者出日刊，或
者出晚刊，五社八版、盛况空前。    年
在上海出版《新民报 · 晚刊》，    年更名
为《新民晚报》。“夜饭吃饱，新民晚
报”——这是市井街头，流转于人们唇齿
间对《新民晚报》的喜爱；“新民晚报，上海
符号”——这是《新民晚报》与上海这座特
大型城市同频共振的写照。

“新民”一路行来，始终焕发着新的风
采，从理念到情怀，从形态到表达。    
年，《延安一月》把陕甘宁边区的一派新气
象，传递到全中国；    年，首发《沁园春 ·

雪》，并加按语“风调独绝……气魄之大乃
不可及”，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气派呼
之欲出；    年，“短些、短些、再短些；广
些、广些、再广些；软些、软些、再软些”，朗
朗上口，为怎么办好社会主义晚报探寻新
路径；    年，“宣传政策，传播知识，移风
易俗，丰富生活”的编辑方针，开启晚报恢
弘的发展之路；    年，激光照排，告别

“铅与火”，率先跃入“光与电”；    年，新
民网上线；    年，新民客户端开启；    
年，首届进博会前夕，“上海时刻”视频新
平台面世；    年起，媒体融合进一步向
纵深发展，探索的步点紧凑密集：全媒体
工作室、视频矩阵、元宇宙中新民元媒、数
字人、直播……十八般武艺齐全，从“二十
四小时一张报”发展到“二十四小时一直
报”。

厚植为民情怀，“新民”始终把“民”放
在心头。“与民同乐，为民分忧”是办报的
宗旨；“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是工作的承
诺；“说老百姓的话，为老百姓说话，用百
姓听得懂的话说”，是表达的风格。新民
晚报的老社长赵超构给《新民晚报》的定
位是一只燕子，“穿梭飞行于寻常百姓之
家……跟千家万户同结善缘”。我们始终
坚持这样的定位，让这只燕子，对寻常百
姓呢喃细语，报告春天来临的消息。

今天，是《新民晚报》的  岁生日。亲
爱的读者们会在全媒体各端收到我们推
送的消息，邀您共同分享这份喜悦；我们
同时送达这一厚叠报纸，带着油墨香，带
着厚重感，带着我们想与亲爱的读者分享
的点点滴滴。

  年，这里呈现的不是一场感伤的
“回忆杀”，而是一声嘹亮的“出发号”！

踏遍青山人未老，  岁的《新民晚报》
风华正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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