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光向后，青春向前》时长17分01秒，由校报记者团自

行拍摄制作完成。它充分展示了校报记者团积极向上的团

队精神和文化底蕴，也表达了校报记者团成员对校报的深

深祝福。

一个宣传片：《时光向后，青春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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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媒体融合：校报的“十个一”工程

校报副刊《溪源心语》的栏目主要有：“夏有乔木，雅望天

堂”、“心有猛虎，细嗅蔷薇”、“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等，刊登

我校在校学生原创的文化时评、随笔、散文、诗歌、小说、艺术

鉴赏以及各种健康向上的文艺性作品。

一本副刊：《溪源心语》

我校校园网内校报网站建立于2013年6月25日，提供每期校报电

子版的阅读和下载，极大方便了我校师生员工阅读、关注校报。

一个校内电子平台：校园网内校报网站

福建江夏学院校报展示平台地址为：http://fjjxu.cuepa.cn/

它于2016年4月6日顺利上线运行。校报展示平台的建成极大的

方便了我校广大校友和非校园网用户在线阅读、关注校报。

一个校报专用网站:校报展示平台

福建江夏学院校报官方

微信公众号“溪源心语”于

2016年11月30号开通。该公

众号主打推送内容为我校原

创纯文学，为有志于文学创

作的同学提供了展示的平

台。从开通至今，公众号“溪

源心语”文章的阅读量逐渐

增加，收听率、关注度也在不

断提高，成为我校作为对外

宣传工作的一个窗口，促进

了与外校的交流。今后，我们

将会尽最大的努力做好“溪

源心语”公众号的运营，希望

给全校师生带来更好的微信

阅读体验。

一个微信公众号：“溪源心语”

校报编辑部坚持野精心统筹尧精耕细作尧精益求精冶的工作理念袁坚持走跨媒体融合道路袁让我校校报从实体走向互联网袁从纸媒走向移动终端袁做到形式上多样化尧内容上精细化尧步骤上协同化袁把
工作落小落细落实袁在自媒体时代努力争取更多的话语权和主动权遥在经费极度紧缺的情况下袁我们坚持野花小钱尧办大事尧做实事冶的原则袁不等不靠尧不讨不要尧自力更生尧主动作为袁完成了校报的野十
个一冶工程遥

今后袁校报将进一步发挥自身优势袁不断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和能力袁坚守野内容为王冶袁融入多元化尧特色化尧数字化的特征袁继续积极做好跨媒体融合袁努力实现移动端与PC端联动袁共同提升高校

主流舆论的传播力尧引导力尧影响力尧公信力袁丰富我校野大宣传尧大思政冶的格局遥 渊校报编辑部冤

《捧在手心里的年华》是校报记者团拍摄的第一部微电

影。它用写实的镜头语言介绍了校报记者团的管理体系、日

常工作，宣传了“记录是一种责任”、“严谨、执着、团结”、“爱

的记者团”等团队文化，展现了校报记者团“求实务真、团结

高效”的团队风貌。

一个微电影：《捧在手心里的年华》

校报记者团目前有6个职能部门。从2012年建团至今，共培养学生记者102人，目前在校记者46人。其中考取研究生人数6人，学生党员13人。获得国家奖学金2人次，获得校级奖学金13人次，获得校级荣誉32人次，获得省级荣誉3人次。经过几年的发

展，已成为一支具备较高专业素养的学生记者团体。

一个团队：校报记者团

第一届记者团合影 第二届记者团合影 第三届记者团合影 第四届记者团合影 第五届记者团合影

校报记者站、报刊栏、校报栏共同构

建了一道靓丽的校园风景线。报刊栏、校

报栏增加了在校学生对校报的浏览量、增

加了在校学生获取信息的渠道，成为学校

宣传阵地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所组

成的这个实体宣传体系，充分发挥了校园

文化设施的隐性教育功能，彰显出整洁温

馨、清雅有序的我校文化设施特色，助推

了我校校园文化建设，对校园文化传播起

到了积极作用。

一个实体宣传体系：校报记者站、校报栏、宣传栏

Hi，亲，掏出手机，扫描这个二维码，即可

浏览最新的校报！

一个手机电子报：
校报手机电子报

福建江夏学院校报官方微博

一个微博阵营：校报的两个官微

@“福建江夏学院校报”是福建江

夏学院校报官方微博，于2012年10月31

日开通。主要推送的内容为每日学校新

闻、学校的教学、科研、学术活动动态。

@“福建江夏学院校报记者站”是

福建江夏学院校报记者站官方微博，于

2014年4 月4日开通。记录每天的江夏

生活，发现分享江夏身边事。

校报编辑部高度重视新媒体的宣

传工作。校报成立之初，就着手推进校

报官微的创建。经过五年的打磨锻造，

两个微博构成了校报的官微阵营，在学

校内外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它是校报与

同学们交流的“新桥梁”，既是同学们表

达诉求的“扬声器”，也是帮助校报建设

进步的“助推器”。五年以来，“关注校报

微博，关心校园新鲜事”逐渐成为我校

学子的共识。福建江夏学院校报记者团官方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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