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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东阳

一、样本采集与类目构建

（一）材料样本

《人民日报》涉及攀枝花的报道始于1957年，因此本研究
以1957—2024年《人民日报》中涉及攀枝花的新闻报道作为研
究对象。以“攀枝花”和“渡口”为关键词，在“《人民日报》图文
数据库”中进行检索，并将时间限定在1957年1月1日至2024
年12月31日，得到3007条相关结果。筛选剔除与攀枝花关联
度很低的内容，最终得到351条有效研究样本。

（二）类目构建

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样本特点、研究
目的，将类目构建为报道主题、报道数量和报道倾向。

其中报道主题主要按照报道内容进行划分，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出《人民日报》对于攀枝花区域不同领域的重视程度，
也能够构建出攀枝花的区域形象。总的来看，报道主题多样，
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科教、体育和文化等主题。本文
选取报道比例较高的内容，主要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生态四
大部分，并据此分析报道所呈现的相应形象。报道倾向则分
为正面、中性和负面三部分。

二、研究发现与分析

（一）报道主题：经济内容最多，政治内容次之

媒体对特定议题的关注度与其报道力度呈显著正相关，
即媒体注意力越高，其报道频次也会随之增加。《人民日报》对
攀枝花区域的经济报道频次最高，共计125条，占比36%，占到
了报道总量的三分之一；政治类报道排名第二，共计98条，占
比28%；经济和教育类报道排名第三，共计37条，占比10%；社
会类报道33条，占比9%；环境类报道32条，占比9%；文化类报
道18条，占比5%；体育类占比数量最低，只有9条，占比3%。
值得注意的是，报道内容较为单一，每篇报道涉及的领域较为
一元化。

（二）报道数量：整体呈现波动式上升，某些年份
出现显著的增长或下降

新闻报道数量是衡量媒体对某一区域关注程度最直接的
体现。本研究使用折线图对351篇研究样本的年均报道量进
行统计分析。分析结果显示，文献报道数量呈显著波动特征，
平均每年5篇。

从统计结果来看1962—1977年的《人民日报》缺乏对攀枝
花区域的有效报道，结合历史背景，一方面因为当时处于特殊
的历史时期，另一方面出于三线建设的保密需要。1980年代
左右对攀枝花的报道出现小高峰，占比超过32%（1978—1990
年），主要是集中报道了攀钢的发展历程和建设规划。

（三）报道倾向：正面报道为主，负面报道中环境
类最多

在《人民日报》有关攀枝花区域的报道中，正面报道330
条，占比94%；中性报道3条，占比不到1%；负面报道17条，占
比5%。正面报道集中在攀枝花经济方面，如攀钢、攀枝花经
济社会发展等维度。负面报道多集中在违法乱纪的通报、城
市规划、环境污染与破坏等。

三、《人民日报》中攀枝花区域形象

（一）政治形象

1.党和国家领导人关心的地方
作为大三线钢铁厂所在地，攀枝花的开发建设自然而然

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注重点。20世纪60年代初，根据毛
泽东关于“我们的工业建设，要有纵深配置，把攀枝花钢铁厂
建起来”的指示，中央组织相关领域专家进行了实地考察、论
证和分析，1964年提出了攀枝花开发建设的计划。同年召开
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主席语重心长地指出：“攀枝花建设
要快，但不要潦草。攀枝花建不好，我睡不好觉。”1989年8月
23日的《攀钢攀高峰》报道中就提到，邓小平在视察攀枝花时
称赞这里“得天独厚”，并亲自审查了攀钢的建设方案，当场拍
板批准所选定的弄弄坪为厂址。此后，彭真、薄一波、李鹏、乔
石、宋任穷、方毅等同志也先后来到攀钢，对生产建设作了多
次指示，使攀钢建设取得了多快好省的效果。20 世纪 90 年
代，江泽民、李鹏、乔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攀枝花的开发建
设十分关心与支持。1991年4月，江泽民同志视察攀钢后高
兴地说：“百闻不如一见，攀枝花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攀枝花是我们自己设计，完全靠自力更生搞上去的一个比较
现代化的钢厂，这是我们中国人引以为豪的。毫无疑问，攀枝
花的这种自力更生的精神，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正是在党
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和指导下，攀枝花逐步发展成为我国西
南地区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现代化工业城市。

2.严惩贪污腐败，保证政治清明
在《人民日报》涉攀报道中，涉及了多起违法违纪问题的

处理结果通报，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媒体的政治监督作
用。1981年，渡口市纪委接连收到两封举报三井巷工程公司
财务科会计青素琼贪污巨款的匿名举报信。渡口市纪委严肃
对待群众的揭发，会同攀枝花冶金矿山公司纪委挖出一个贪
污26万余元巨款的“大老虎”，同时抓获其丈夫罗尤金、公司
原党委书记贾永年等一批违法犯罪人员。1983年11月22日
报道的《敢抓敢管狠刹歪风》中，渡口市委、市纪委坚持原则，
善于斗争，对不正之风和违法乱纪行为敢抓敢管，坚决反对不
正之风，赢得了人民拥护。党的十八大以来，攀枝花市坚持老
虎苍蝇一起打，党委、政府各部门扎实开展“利剑除弊 护航
阳光花城”专项整治行动，西区纪委监委发现“作风不实、落实
不力”自查问题170个，“四风”和“微腐败”自查问题23个，受
到党纪政纪、司法处理且作风不实人员6人，起到很好的震慑
警示作用。

3.提高执政能力，主动担当作为
为全面提高政府治理效能，各级政府部门必须切实采取

有效措施推进执政能力建设，以实际行动改善民生、服务群
众，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首先，选拔优秀人
才担任领导干部，为发展注入新的活力。1985年10月14日的

《渡口市加强企业政工队伍建设》专题报道中披露，该市把一
批熟悉经济工作、责任感强，且群众工作基础扎实的优秀人才
提拔到企业党委书记的工作岗位，使政工队伍的整体素质得
到了明显的改善。其次，政府官员要能上能下，深入体察社情
民意，始终以增进人民福祉为根本导向。2013年6月起，攀枝
花市西区纪委监察局积极组织干部下沉，着力发挥基层纪检
组织在廉政建设中的“宣传员、信息员、监督员、办事员”功能，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2014年8月12日，时任市委书记刘成鸣
发表文章《“最后一公里” 路通更心通》，着重强调领导干部
要转变工作作风，要深入基层蹲点调研，打通“神经末梢”，真
正从群众利益的角度考虑问题。最后，政府部门要创新管理
机制，提高工作效率，保障各项决策部署高效有序贯彻执行。

2006年5 月 4 日，曾任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的邓国建发表
文章《努力建设开放的组织工作系统》，认为面对新形势、
新挑战，要树立发展、制度、民主、包容、有序的理念，使组
织工作更加贴近时代，体现出新时期组织工作的创新性、开
放性和先进性。

（二）经济形象

1.能源资源得天独厚，开发前景广阔
攀枝花地处矿藏富集的“攀西大裂谷”，目前已探明的

矿藏有 47 种，其中钒钛磁铁矿的储量居世界第一。《人民日
报》最早关于攀枝花区域的报道就是报道在此地发现了一
个储量巨大的铁矿，为西南建立钢铁基地进而加快西南地
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保证。同年，地质勘探队又在攀枝
花区域及其外围发现了炼钢所需要的包括石灰岩、白云岩、
石英岩和耐火黏土等，储量足以保障冶炼攀枝花蕴藏的全
部铁矿矿石。正是一系列矿产资源的发现为攀枝花的开发
建设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攀枝花的水能、太阳能
和气候资源也具有极高的开发价值。1994 年 3 月 5 日报道
的《“待嫁”的攀枝花》重点介绍了该地区突出的水能资源
优势，流经攀枝花的金沙江和雅砻江水能资源储量约占全
国总量的 20％，除了正在建设中的二滩水电站外，逐级水
电开发规划已提上议事日程。在 2014 年 12 月 21 日的《去
攀枝花晒太阳》报道中，重点阐述了攀枝花如何利用其优越
的气候条件、迷人的风景和丰饶的特产，制定了《康养产业
规划》，并推出了《鼓励康养产业加快发展的支持政策》。
在上述政策的指引下，攀枝花启动了包括“花舞人间”在内
的一系列重点项目，打造康养旅游度假区和养生旅游示范
基地，以及 16 个各具特色的康养基地，进一步巩固了其阳
光康养之城的品牌形象。

2.工业化进程步伐加快，多元化体系发展良好
改革开放后，攀枝花一方面积极引进国内外优质人才、

技术、投资，持续提升钒钛磁铁矿综合利用率，另一方面优
化产业结构，着力构建以钒钛钢铁为主导、多产业协同发展
的现代工业体系。1979 年 1 月 20 日的《攀钢四号高炉提前
动工兴建》专题报道明确指出，攀钢第二期工程作为攀枝花
战略发展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将能够生产我国紧缺板材
和异型钢材，“标志着开发攀枝花、建设攀枝花进入了一个
新的发展阶段”。1985 年 5 月 27 日的《人民日报》以专题报
道形式，系统阐述了攀钢研究院发挥“人才仓库”优势，实
现钒渣资源的高效转化与钢渣资源化利用，成功研发雾化
钒渣一次焙烧工艺及矿热炉创新工艺体系。20 世纪 90 年
代，攀枝花市决定走资源综合利用、产业链延伸的新型工业
化道路，逐步形成以钒、钛钢铁为龙头，多业并举，互促互
补的良性循环格局。至 2005 年，攀枝花市已有 70 多项产品
取得资源综合利用认定资格，利用固体废弃物总量达到
3700 多万吨，资源综合利用产品的年产值已达 11 亿多元，
利润超过2亿元。

3.特色农业蓬勃发展，乡村振兴成效显著
攀枝花市政府积极利用当地丰富的光热资源发展高效设

施农业、生态观光农业和特色品牌农业，大力培植壮大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项目，提高农产品附加
值，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1990年9月，四川省攀西
（攀枝花——西昌）地区农业综合开发规划在北京通过审议，
开启了攀枝花农业发展新阶段。1995年11月14日报道的《攀
枝花特色农业效益好》中，攀枝花市政府在不放松粮食生产的
同时，积极发挥独特的立体气候、丰富的光热资源、广阔的土
地资源和充足的水利资源，对发展甘蔗、亚热带水果、早市蔬
菜、蚕桑的投入达1.1亿元，给全市农民每年每人增收200多
元。攀枝花市同时发展早春蔬菜种植，销往乌鲁木齐、北京、
哈尔滨等地，被国家定为南菜北调基地。2010年4月19日，时
任市委书记赵爱明在《人民日报》发文，介绍攀枝花正在倾力
打造现代特色农业基地，扎实推进特色农业产业化，力争到
2015年实现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万元以上。

（三）社会形象

1.英雄之城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数十万建设大军响应国家“三线建

设”号召，挺进川滇交界处的荒山深谷。攀枝花的建设者们
在极度贫乏的物质条件下，靠着自己的双手与天斗、与地斗，
硬是在不毛之地上建起了举世闻名的钒钛钢铁基地。这种

“不想爹不想妈，不出铁不回家”的豪情壮志，这种“白天杠杠

压，晚上压杠杠”的拼搏精神，不仅为攀枝花奠定了坚实的物
质基础，更淬炼出“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
新”的三线精神，为新时代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精神财富。
1989 年 11 月 9 日的《人民日报》系统阐述了以“艰苦奋斗的
创业精神、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科学求实的实践精神、众
志成城的协作精神”为内核的“攀钢精神”，以及攀钢建设
者在秉承自力更生优良传统与开放包容发展理念相结合的
实践中，在共和国钢铁工业发展史上开创了三项创纪录成
就：建设速度第一、产能达标第一、盈利速度第一。1998 年
3 月 24 日刊发的《要有一股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一文着重
指出：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是攀枝花开发建设的精神支柱，科
学求实是艰苦创业的内在要求和可靠保证，改革开放是艰苦
创业的必由之路。

2.人才之城
攀枝花作为川南重要工业城市，始终将培养高技能人才

作为重点工作加以推进。以攀钢为首的工业企业把培养人
才、留住人才作为企业发展的关键，为人才提供深造学习机
会、物质奖励和实行特殊津贴制度，培养出了攻克普通高炉冶
炼钒钛磁铁矿技术难关的领军人物汤乃武、填补国内空白的

“雾化提钒”技术先行者汪跃华、国际钒技术委员会中唯一的
中国评委陈厚生等一批国家级专家和大批学有所长的技术骨
干，先后获得了各类科技成果2291项，获得各类科技成果奖项
1420多项，其中4项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10项获得国家科技
进步奖，先后取得了各类专利300多项。攀枝花依托雄厚的
工业基础与丰富的钒钛资源，构建起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能
培育体系，培养了一批技术能手，造就了闻名全国的“工匠摇
篮”品牌。曾在攀枝花技师学院焊接专业学习的曾正超、赵脯
菠，分别夺得第四十三届、第四十五届世界技能大赛焊接项目
金牌就是最好的证明。

（四）生态形象

1.资源开发破坏环境，生态治理力度加大
总的来看，《人民日报》对攀枝花生态环境情况的报道呈

现出先抑后扬的总体态势。例如，1985年6月1日的《攀枝花
铁矿的废水严重污染金沙江》报道称，攀枝花铁矿长期将未经
处理的工业废水直接排入金沙江，废水中含有高浓度的钒、
钛、铁等重金属污染物，导致金沙江水体严重污染，被当地群
众称为“一条黑色的河流”。2005年6月3日的《去年全国环境
质量基本稳定》报道中，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将攀枝花列为2004
年度全国空气污染指数10大城市之一。环境的严重破坏让
攀枝花人民痛定思痛，决心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在产业结
构调整、污染物防治上下狠功夫。2015年3月10日的《像爱护
眼睛一样保护环境》报道中，攀枝花市通过优化能源结构、强
化全程管控、做好市场引导等方式全面加强污染治理，近10
年累计削减二氧化硫近5万吨、烟粉尘5万余吨，全市多年未
出现中度及以上污染天气，环境空气质量和城市生活品质得
到大幅提升，市民对环境质量满意率上升到90.7％。

2.大力实施生态修复，实现天蓝地绿水清
攀枝花处于金沙江干热河谷地区，旱、雨季分明，由于早

期开发建设过程中对森林植被的破坏，导致该地区水土流失
问题日趋严重。面对这种不利情况，攀枝花迅速响应中央
和省委《关于坚决制止滥砍滥伐森林的紧急通知》，成立林
业公检法机构，积极开展植树造林活动，1984 年攀枝花冶
金矿山公司荣获全国全民义务植树先进单位。1989 年，攀
枝花联合长江上游 12 地、州、市成立水土保持专业协调委
员会，齐心协力对长江上游生态环境进行综合治理。1998
年 8 月 13 日的《建设山川秀美的攀枝花》专题报道指出，攀
枝花遵照江泽民总书记就我国生态环境建设作出的重要批
示和朱镕基总理针对攀枝花生态环境现状提出的“少砍树，
多栽树”、把“森老虎请下山”的要求，编制《二滩库区水土
保持防护林建设规划》等规划方案，全面启动市区视野区荒
山绿化工程，采取转产分流，减少主伐，控制消耗等措施彻底
保护好现有森林资源。

四、结语
《人民日报》涉攀报道找到了能够代表攀枝花特色的形象

资源，展现出了攀枝花的独特性。但是，城市形象是一个持续
性的过程，要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变化和发展战略而调
整。塑造攀枝花城市形象需要更加关注攀枝花所具备的潜力
和发展机遇，更好塑造城市品牌形象。

（作者单位：中共攀枝花市委党校）

编 者 按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省委十
二届六次全会和市委十一届八次全会精神，市委宣
传部、市委党史研究室和市社科联联合开展了“攀枝
花开六十载 火红年华谱新篇”主题理论征文活
动。本次征文活动得到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共收
到论文136篇。经评审，评选出一等奖论文3篇，二
等奖论文10篇，三等奖论文22篇。现将部分优秀征
文予以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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