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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新民晚报昨天出版第 !""""

期，她犹如一只勤劳的燕子，每天
不知疲倦地“飞入寻常百姓家”。#"
年前，又一只“小燕子”《新民晚报
大学版》欢快地飞进上海高校。
!"$%年改版至今，出版 &&期，由大
学生办给大学生看，延续“飞入寻
常百姓家”的理念，希望飞到年轻
读者心坎上。
走过 !""""期的新民晚报站在

新的起点上，期盼再创辉煌。大学版
也将继续努力，希望成为主报永葆
青春的重要源泉。
两只燕子，共同舒展羽翼，迎风

翱翔。

培养!新民"后备力量
复旦新闻学院的陈曦，两年前

在大学版紧张地开始人生中第一次
独立专访，完成两个整版上海大学
生年度人物仰志斌的精彩报道。“感
谢新民晚报把初出茅庐的小记者推
上路，否则我还站在路边不敢迈
步。”已获北京大学直研资格的陈
曦，如今采写各类选题驾轻就熟，对
大学版始终心怀感恩。

上海商学院的沈怡筠，专业是
社会工作，但在大学版找到新起

点，坚定了未来方向———扎根传
媒领域，做真正的新闻人；在韩
国、美国交流学习的复旦女生卢颖
嘉和张钰颖，身在海外，仍积极发
稿，分享留学感受和经验；上海师
范大学的网球迷赵强，奔波在今年
上海劳力士大师赛现场，文字摄影
一肩挑，写出多篇独家报道；还有
满怀新闻理想的俞金旻、郜阳、陆
佳慧、韩冰、万乔鹤、刘建芳……

这些年轻人活跃在校园新闻采
访一线，也奋战在上海电视节和国
际电影节、网球大师赛、'$上海站、
国际田联钻石联赛等赛事和活动的
报道现场。
改版两年多来，百余名学生记

者在大学版的舞台实战练兵，成为
充满战斗力的新民晚报后备军。他
们的努力和热情，化作报纸上的文
字，每周三飞到复旦大学、上海交通

大学、同济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华
东师范大学、华东理工大学、上海外
国语大学、华东政法大学等高校，展
现在数万师生面前。

扩大!新民"品牌影响
“‘("后回忆展’是大学版首次

举办的线下活动，请了学生乐队助
兴，!""多个年轻人一起回味儿时
游戏、零食、动漫和歌谣……玩得

很尽兴。”两年前的画面，大学版
元老顾超记忆犹新。毕业后，他仍
心系新民晚报大学版，在活动策
划和项目运营方面勇挑大梁。
让顾超印象深刻的活动，有大

学版和易班网合作举办的“传统媒
体进校园”，邀请多位名记者名编辑
走进大学课堂，分享从业经验和感
悟；也有大学版组织承办的“重走长
征路 青春心向党”纪念长征胜利
)"周年红色寻访活动。合新民晚报
与团市委等多方之力，带领 $&所高
校 !"多名大学生跨越江西、贵州、
四川和陕西，行程 ("""余公里。

漫漫长征路上，队员们分组对
抗，在大学版官方微信“新民大学
城”上多次 *+。文字、摄影、漫画、视
频等全媒体表现手段，搭配年轻人
喜爱的网络直播新形式，吸引众多
同龄人关注。潜移默化间，新时代长
征精神在 (, 后群体中温馨传递，
“新民”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也逐
渐升温。
“这两年在大学版做活动，很辛

苦也很值得。”顾超笑着说，“最开心
的是，通过小伙伴们的努力，身边有
越来越多 (-后知道、熟悉并喜欢上
了新民晚报。” 本报记者 曹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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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95后喜欢上新民晚报
!传统媒体进校园"培养出一批批小记者

! ! ! ! !"$.年 $$月 !$日，是一个有
意义的日子，新民晚报迎来发行第
!,,,,期，陪伴其走过这段路程的
不仅有一份份留着墨香的报纸，更
有众多值得纪念的物品，各类实寄
封和纪念封就是其中最有意义的藏
品之一。

作为一份 $(!(年 (月 (日在
南京创刊的报纸，新民晚报原名新
民报。先后出南京、重庆、成都、上
海、北平（今北京）等版，有八个日、
晚刊。新中国成立之后，五社八报
中，上海版成了唯一延续的一家。
$(-) 年 % 月 $ 日新民报晚刊改名
新民晚报。

明信片留下历史细节
新中国成立初期，新民报的办

报条件还是比较艰苦的，当时的公
函封，除了印制的之外，还有使用橡
皮印章敲上的。

$(-) 年 % 月 $ 日新民报晚刊
改名新民晚报，当时新民晚报平均
日销数已超过 !,万份，最高时达
//万余份。新民晚报之所以能够吸
引如此多的读者，除了她的定位之

外，与她对于读者的重视也密不可
分，像一枚 $(.-年 $月寄出的新民
晚报社明信片，是新民晚报编辑部
寄给一位龚姓读者，主要是向其反
馈稿件处理情况。在这枚明信片上
还有一个细节值得关注，就是当时
给新民晚报来信和投稿，都需要在
信封上写明：上海邮政信箱 -$.号
新民晚报编辑部收。
“文革”期间，新民晚报被迫停

刊。$()!年 $月 $日，新民晚报正
式复刊。$(($年 /月，新民晚报社
迁往延中安路新大楼，当时曾为新

大楼启用制作一枚纪念章并配纪念
卡。

$((!年 &月 $日，新民晚报从
)版扩为 $.版。为此，新民晚报社
与上海市邮政局联合制作纪念封一
枚，纪念封图案就是延安中路的新
民晚报大楼以及两只燕子，寓意着
“飞入寻常百姓家”，在纪念封的背
面也特别提到了当时的日发行已经
达 $.,余万份。

$((-年，新民晚报创刊 ..周
年的时候，曾经和上海造币厂联合
发行过一枚使用雕刻工艺印制的纪

念章。

发行海外版纪念封
$((.年 $$月 (日，新民晚报

美国版在美国洛杉矶创刊。为此，新
民晚报特制纪念封 $,,,,枚，还特
意从美国记者站实寄至上海新民晚
报社，记得当天，许多集邮迷还特意
到上海的交运邮社排队购买这枚纪
念封以及纪念磁卡。
为喜迎香港回归祖国暨新民晚

报港澳台专版出版 $,,,期，新民晚
报特制一套纪念封，其中包括《庆丁

丑新年》拜年封和《港澳台专页》
$,,,期纪念封等。其中《庆丁丑新
年》拜年封由丁丑年生肖邮票原图
（民间剪纸）作者山东高密齐秀花和
邮票设计师呼振源联手设计。图案
是一对剪纸牛相连接的沪港两地景
色组成。《港澳台专页》$,,,期纪念
封由邮票设计师王虎鸣、任宇设计，
图案是上海和港澳台地区四地景色
组成，并由《港澳台专页》第一期出
版地———新民晚报临时社址实寄。

纪念戳里藏着故事
!,,!年 $月，新民晚报迎来了

复刊 !,周年，特意制作了纪念封一
枚，其中还包括了一枚明信片，明信
片上的纪念戳非常有看头，上面不
仅有“纪念新民晚报复刊二十周年”
的字样，还有一头牛，这是著名画家
黄永玉为新民晚报老社长赵超构绘
制的。

说起这头牛还有一个故事：
$()%年是阴历甲子年。老鼠当道。
赵超构说笑：他不喜欢老鼠那副
“脸无三两肉，一世养勿熟”的嘴
脸，所以请出一只猫头鹰来克鼠，
做他的《未晚谈》“保护神”。到了
$()-年阴历牛年，他就把猫头鹰改
成了老牛。这是画家黄永玉的手
笔，是老社长从一张贺年片上移植
过来的。“人活着，不是为了捞一把
进去，而是为了掏一把出来……我
尊敬老牛的永远是‘掏一把出来’
的精神。因此我就请这匹雄壮稳健
的牛做保护神。”

!,,& 年，新民晚报创刊 &) 周
年，新民晚报社与上海市集邮总公
司合作印发了个性化邮票、纪念
封，上海市邮政公司还特别刻用了
纪念邮戳供当日盖销邮资。纪念封
封眉印着“纪念赵超构先生逝世
$-周年”字样，纪念封右上角贴的
《花开富贵》个性化邮票，附票加
印寓意“飞入寻常百姓家”的飞燕
图报徽。

本报记者 方翔

新民晚报的“方寸印痕”

! 新民报公函封! 当时的信封地

址"使用橡皮印章

! 新民报社公函封以及信纸! !""!年 #月新民晚报社迁往延安中路新大楼，为此制作了纪念章并配纪念卡

! $((!年 &月新民晚报扩版纪念封 ! 为喜迎香港回归祖国特制的#庆丁丑新年$拜年封

! 新民晚报大学版的学生记者团队"全程报道了今年的上海劳力士大师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