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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1.媒体概况

《中国电力报》于 1982 年 1 月 1 日创刊，由国家能源局主

管，中国能源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原中国电力传媒集团有限公

司）、中电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主办，是唯一一份覆盖全国电力

系统的行业报，是国家能源政策信息传播的第一窗口、切实履

行能源电力领域舆论宣传主阵地职责。

《中国电力报》一周出版六期，采用“要闻+周刊”的形式，

前 4 版为要闻版，后 4 版为周刊版。在全国设有 29 个记者站。

《中国电力报》于 2017 年获评“中国百强报刊”。

2.社会责任理念

《中国电力报》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宣

传思想工作、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论述，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严格落实党管媒体原

则，切实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聚焦举旗帜、聚民心、育

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舆

论导向、价值取向，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唱响建设

能源电力高质量发展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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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获奖情况

▲“中电传媒舆情信息采集系统”入选国家新闻出版署 2021 年

中国报业深度融合创新案例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沿着能源通道看中国》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

获第八届国企好新闻文字类三等奖、中国经济新闻大赛融合报道类二等奖

《莫让降电价“红包”落错袋》获中国经济新闻大赛新闻评论类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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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治责任

1.政治方向

牢牢坚持党性原则，始终坚持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全面领

导，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做好习近平总书

记出席重大活动、重要会议报道。认真落实《中共中国电力传

媒集团有限公司委员会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突出

政治引领，站稳政治立场，坚定传播党的声音、反映党的主张、

体现党的意志。

▲2021 年 1 月 1 日，《中国电力报》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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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7 月 2 日，《中国电力报》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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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力报》及时刊发习近平总书记在基层考察调研的新闻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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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做好重大主题宣传。全年紧紧围绕“庆祝建党 100 周

年”“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主题主线，

突出能源特色，策划专题报道，重点打造“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

征程——沿着能源通道看中国”大型融媒体报道。融媒记者团

队赴 11 省、25 市，推出 36 期融媒体报道，其中 9 条融媒产品

微信阅读量达到 10 万+，专题累计阅读量达 1057.6 万次。

▲2021 年 4 月，启动“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沿着能源通道看中国”大型融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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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七一”庆祝大会报道。集团公司成立以主要负责同

志为组长的建党百年庆祝活动宣传报道领导小组，制定《建党

百年高潮阶段专项报道方案》及庆祝活动现场报道方案，上会

记者现场报道庆祝大会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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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时间策划能源战线学习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特稿。7 月 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中国电力报》第一时间策划 3 篇能

源电力系统学习总书记讲话热烈反响特稿，引领能源战线广大

干部职工深刻领会和把握“七一”重要讲话的重大意义和丰富

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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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精品特刊记录能源事业百年巨变。《中国电力报》共

推出 53 个特刊版面，重点策划“能源百年印记”特刊和“七一”

新闻特刊，梳理能源百年故事、能源百年大事，展现建党百年

丰功伟业。

▲2021 年 7 月 1 日，《中国电力报》推出“能源百年印记”主题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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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力报》新媒体端开设专栏，庆祝建党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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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学习教育主题专栏贯彻全年。《中国电力报》聚焦“学

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主题，充分报道能源战线学

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的实践成效，各平台

共发布相关稿件 2000 余篇，总传播量超 1300 万。

▲《中国电力报》开设党史学习教育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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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1 月 12 日，《中国电力报》一版

做好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宣传报道。开设“深入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六中全会精神在基层”专栏，刊

发稿件 60 余篇，充分报道能源行业贯彻落实六中全会精神的生

动实践。新媒体开设专题，刊播中央主要媒体重点文章，全媒

体矩阵传播，掀起能源行业学习贯彻六中全会精神的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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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舆论引导

（1）引导社会热点

《中国电力报》加强重点性、阶段性、节点性报道，发布

权威声音、阐释政策部署、报道发展成就，聚焦能源电力行业

重点、热点问题，加强议题设置、正面引导舆论。

2 月 25 日至 3 月 4 日，《中国电力报》第一时间策划开展

“关注美国得州大停电”系列报道，密集推出 4 篇述评，对国

内外专家和各相关方进行广泛采访，鲜明对比“中国之治”与

“西方之乱”，形成了强有力的舆论引导声势。同时，在新浪

微博开设#国家能源局谈得州大停电#话题，网友广泛参与讨论，

强化全媒体报道、互动式传播。#国家能源局谈得州大停电#微

博话题阅读量达 122.8 万，“关注美国得州大停电”系列观察

及专访报道全网阅读量超 633 万。

▲“关注美国得州大停电”系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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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碳达峰、碳中和核心议题，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发展主

题进行专题策划，推出“3060”专栏，“绿色发展看能源”等

系列报道，聚焦煤电油气在绿色发展方面的经验及成绩，持续

加大新能源报道力度，着力关注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研究、探

索和实践，讲好能源故事。

▲《中国电力报》“3060”专栏，“绿色发展看能源”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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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注重改进创新

2021 年安全生产月活动期间，升级“电力安全云上展厅”。

全媒体平台发布稿件近 1000 篇，推出短视频作品 138 个。改进

“两会充电站”系列融媒报道，通过原创图解、AR 视频、虚拟

动画等融媒语言，在多个终端进行科普式解读。

3.舆论监督

《中国电力报》常设“国家能源监管动态”“12398 热线”

“以案说法”专栏，发布国家能源局和能源监管派出机构 12398

投诉举报情况，做好舆论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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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力报》及微信，能源监管专栏

（1）批评性报道

刊发《辽宁一些地方项目管控不到位 能耗“双控”面临较

大压力》《生态环境部公开 3 家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环境违法

行为查处情况》《山西焦煤集团斜沟煤矿破坏生态问题突出》

等稿件 10 余篇。

（2）调查性报道

策划报道“电力现货市场调研行”，推出首篇山西电力现

货市场调研报道，重点推出碳交易“满月”、绿电交易试点启

动等调研报道。

4.对外传播

加强国际传播。全国两会期间，独家策划“大使看两会”，

与挪威、荷兰、丹麦驻华大使面对面交流能源热点，相关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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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被三国驻华大使馆官方微博点评转载。

搭建对外传播平台。做好第二届“一带一路”能源部长会

议融媒体报道，美国商业资讯、雅虎财经、印度尼西亚安塔拉

通讯社、福岛民友新闻、宫崎日日新闻、蒙古通讯社等外媒，

转载相关报道 590 条。推出“大使看能源”，专访埃塞俄比亚

和古巴驻华大使，畅谈国际能源合作，两国驻华大使馆官微第

一时间转发并点评。

三、阵地建设责任

1.融媒体矩阵

加快推进第三方平台建设。入驻学习强国号以来，“能源

中国”全年合计发布 1695 条。今日头条、百家号、学习强国、

抖音、央视频等平台合计刊发 9.5 万余篇报道，发布视频 450 余

条，总阅读量近 4.5 亿，各平台粉丝数累计突破 80 万。中国电

力新闻网视频号累计总阅读量达 262 万次。

▲《中国电力报》媒体矩阵（2021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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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融媒体报道

2021 年，中国电力报微信共发布新闻报道 5013 条，年度

阅读量 1200 万次。中国电力新闻网微信 2021 年共发布 1320

条内容，年度阅读量 130 万次。新媒体重点打造“看见能源”

“能源地理”“能源早班车”等品牌栏目，“看见能源”刊发

融媒产品 264 条，总阅读量 218 万；“能源地理”栏目策划 23

期，总阅读量 121 万；“能源早班车”刊发 114 期，总阅读量

136 万。推出 5 期“我为群众办实事”摄影作品和海报作品专

题报道，共征集图片 1800 余幅（组）、海报作品 120 余幅。

3.融合采编平台建设

积极推进“电力小厨”媒体融合项目建设。延伸融媒体发

展路径，打破原有报刊、网站、新媒体、电视台各媒介之间的

信息孤岛，建立一体化“策、采、编、发、评”融媒体系统，

提升融媒效率。

四、服务责任

1.信息服务

（1）政策信息服务

搭建信息交流平台。报道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能源电力的

重大决策部署，宣传解读国家能源主管部门发布的能源政策信

息，为全国能源电力系统广大读者提供政策信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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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5 月 29 日、6 月 5 日，《中国电力报》“能源中国 走进‘十四五’”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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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活信息服务

《中国电力报》以新媒体为阵地，与能源电力企业联动，

策划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等报道。报道能源战线迎战洪涝灾害、

抗击台风“圆规”等情况，及时刊发抢险复电信息。舆情监测

室全年每天 24 小时对全网能源信息进行采集分析，归集能源保

供、国际能源合作等互联网舆论，形成多篇书面报告，为能源

决策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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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力报微信“看见能源”栏目报道

2.社会服务

（1）公共服务平台

发挥媒体优势，积极服务能源电力企业。全年累计完成党

史学习教育定制视频30余部，时长400分钟，承办主题展览6次、

企业党史知识竞赛3次，承接党史学习教育重点主题活动6个。

提供摄影技巧、新媒体制作、新闻写作培训等服务。

（2）公共智库服务

构建高端能源媒体智库，提升智库服务决策能力。紧密跟

踪国内外能源发展形势，围绕能源重大政策、事件及行业发展，

多维度剖析行业发展的现状、问题、趋势，形成具有针对性、

思想性及前瞻性的研究产品。重点研究内容涵盖：能源安全、

碳达峰碳中和、能源低碳转型、新型电力系统、油气发展、新

能源、氢能、储能、产供储销、碳市场、前沿技术等。

3.公益活动

（1）刊播公益广告

全年刊发公益广告70条，合计25.7个版面，全年采写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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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报道7篇。

▲《中国电力报》公益广告版面、海报

（2）组织慈善募捐

59 名干部职工资助 63 名贫困家庭学生，共计 31,500 元。

与通渭县陇川镇李岘村党支部共同开展党建活动，向李岘村提

供帮扶资金 50,000 元。

（3）助推乡村振兴

积极组织开展消费扶贫，全体干部职工购买甘肃通渭、清

水两县帮扶产品共计 66,300 元。积极组织开展精准帮扶，通过

各媒体平台为通渭、清水县农产品免费刊发公益广告。

五、人文关怀责任

1.民生报道

开设“聚焦今冬明春能源保供”专栏。关注能源政策、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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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措施、国内大宗能源商品价格走势，持续刊发国家能源局、

能源央企的保供举措与成效。

▲《中国电力报》“能源保供”报道

2.灾难和事故报道

在灾难和事故报道中，记者深入现场报道应急抢险、电力

保障等情况，及时回应社会关切，积极引导舆论，尊重报道对

象感受，坚决维护其隐私与合法权益。

3.以人为本

策划《“浙”里年味浓》报道，反映能源电力企业对员工

的关心关爱；在六一儿童节之际，推出《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专题报道；关心特殊群体，推出《龙不语 舞精神》特别报道，

讲述能源人帮扶训练一支“特殊”舞龙队的感人故事。

六、文化责任



- 24 -

1.弘扬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开展“寻找最美供电所”活动，生动报道电力企业最基层

的党建故事和感人事迹，弘扬优良传统。

开展“全国工人先锋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等

专题报道，展现能源一线员工坚守在保供、重点工程现场，无

私奉献的劳动者风采。

2.传承繁荣优秀传统文化

长期开设“笔墨书香”栏目，生动展示能源人的优秀书法、

绘画等艺术作品。

▲2021 年 9 月 17 日，《中国电力报》中秋专题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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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推动提升科学素养

《中国电力报》新媒体平台全年刊发能源电力技术创新报

道 470 余篇。组织 2021 年电力行业安全生产知识网络答题，活

动参与人数 101.2 万。

▲《中国电力报》推出能源 24 节气新媒体专栏

七、安全责任

编委会切实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严守政治规矩，严

把导向关，新闻报道没有出现重大差错。

完善新闻采编管理制度，规范执行集团公司《严格“三审

制”稿件审核流转工作规定》，坚持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一个

标准、一把尺子、一条底线”。

八、道德责任

1.遵守职业规范

严格遵守《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坚持新闻真

实性原则。严格执行《中国电力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新闻采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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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职业道德规范》等相关制度，采编人员均签订保密协议书。

高度重视版权保护工作，发布《关于依法使用中电传媒新闻产

品的公告》，维护自身版权。应用“原本”认证（国家工信部

认证），标记原创标识，严格管理转载白名单，及时提醒转载

平台注明出处。

2.维护社会公德

坚决维护社会公序良俗，自觉抵制不正之风，倡导文明新

风。

3.接受社会监督

接受社会监督，新闻采访出示合法有效的新闻记者证，在

《中国电力报》官网公布持证记者名单和各部门联系方式，在

中国电力新闻网主页展示版权声明及违法现象举报电话。

九、保障权益责任

1.保障从业人员合法权益

支持保护正常采编行为，关心员工生活状况，充分发挥工

会、职工代表大会作用，积极保障职工合法权益。

2.保障从业人员薪酬福利

按照《劳动合同法》等规定，依法签署劳动合同，严格遵

守国家关于“五险一金”的相关规定，进一步完善福利体系，

为入职五年以上员工缴纳企业年金。保障员工享有国家规定的

法定节假日等合法权益，每年为员工提供健康体检。

3.规范新闻记者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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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认真做好记者证申领、注

销、年检等工作，及时回收转岗、离职、退休等采编人员的新

闻记者证。

4.开展员工教育培训

定期安排新闻业务交流研讨会，通过案例教学，分析点评、

交流互鉴。推动岗位轮训，推行岗位晋级机制，利用重大报道

培养骨干人才，为优秀编辑记者开设个人专栏，着力打造名编

辑名记者。全年共举办采编人员线上线下培训 13 次，累计培训

人员超 1500 人次。

十、合法经营责任

严格遵守各项法律和相关规定，不断提升经营管理规范化

水平。

坚持采编和经营两分开，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开展采编、经

营工作。规范驻地记者站管理，没有向各驻地记者站下达经营

指标任务、收取管理费用。

始终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严格审查广告内容，杜绝

刊播违法违规广告。

十一、后记

2021 年，《中国电力报》认真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

在服务党和国家大局、服务人民群众、服务能源电力发展等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切实履行能源电力领域舆论主阵地职责，

为能源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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