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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若盛开，清风自来。时光荏苒，又是一个花开的季节。
2023年1月3日，诞生于1985年的《重庆晚报》上线重庆轨道全线网，

以《转身仍是少年》为题，向您述说我们不畏风雨、大胆创新、踏浪前行的
勇气。

2024年6月，我们再次迎风向前，举行“重庆轨道融媒创新发展大会”，
开启重庆晚报“二次创业”新的征程。

■花团锦簇 轨道空间构建媒体航母
位居长江上游的重庆，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都是有分量的。
记录一代又一代城市记忆，传播最好看、最有用的新闻信息，历来是

《重庆晚报》的责任和使命，也让自己成为重庆最具公信力的文化符号。
面对风起云涌的融媒变革，我们怀着对新闻的敬畏之心，又选择了独

具一格的融媒赛道——围绕城市轨道空间的大流量、高频次、场景化、交
互式等特点，充分发挥能挖看点、能造互动体验点、能讲共情点的特长，打
造出花团锦簇的轨道空间融媒矩阵。

从重庆第一份免费报纸进入轨道线，到创办重庆第一个专注于城市
青年生活的轨客网，再到推出国内第一款为轨道族量身定做的社交平台

“厢遇APP”，我们让轨道生活找到了诗和远方；从语音报站广告、轨道站内
视频、大平面广告、文化主题列车、站厅创意展陈、黄金9号线的资源开发，
再到李子坝单轨穿楼文旅产业园、轨道安全引导员等项目的多点开花，我
们的融媒转型迈出坚实有力的步伐。

所以，现在人们对我们的印象，已经有了新的定义——《重庆晚报》远
远超出一张报纸的形态，成为新时代轨道空间主流传播阵地和城市形象
展示的窗口。翻看一组数据，全媒体矩阵用户突破1500万，覆盖全市500
多公里轨道媒体空间，每天精准抵达 500 万人次的轨道人流，服务超过
1000家品牌客户。“重庆晚报＋”这艘特色融媒航母，是实实在在“看得见、
听得见的影响力”。

阅尽好花千万树，愿君记取此一枝。

■玉树生花 乘着时代之风二次创业
城市在长高，江河正巨变，重庆这艘巨轮，总是穿行于时代的潮头浪

尖中。
乘着时代之风，《重庆晚报》在即将迎来创刊40周年之际，又踏上二次

创业之路。而“厢遇”小程序上线，成为此次扬帆启航的又一标志。
在重庆轨道交通沿线中，包含着最浪漫的约会空间、最有深度的博物

馆、最潮的户外运动、最美味的川渝美食、最不可复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引领着全国游客到重庆邂逅爱情、体验重庆旅游新场景。

基于《重庆晚报》延伸的“厢遇”小程序，将有效衔接“厢遇”APP现有
160万轨道族用户，聚焦“游客”“搭子”“婚恋”三个群体，重点推送轨道沿
线项目、景点、美食等，为文旅商家提供一揽子的服务解决方案。1.0版本
拟以“寻找李子坝的下一站……”为主题，“来重庆，实现熊猫自由”等为子
题，依托“厢遇”小程序的全媒体传播闭环链条，把渝中区、九龙坡区、大渡
口区和巴南区的品质景点串点成线，培育2号线全域旅游示范线，力争形
成“上厢遇 游重庆”的用户习惯。今后再拓展到其他轨道交通线路，进
而随着轨道上的都市区建设进展，推广到城际快轨所至的璧山、铜梁以及
渝东新城等地，从体系上丰富重庆都市游的产品供给，延长游客在渝逗留
时间、增加旅游消费，助推重庆旅游更新、提质、上量、增收。

请相信，我们每一次的焕然蜕变，都是为了与您更好的相遇。

■一路繁花 打造国内轨道融媒头部品牌
融媒发展，深耕轨道，成就了《重庆晚报》的转型发展。我们一直在尝

试走一条“媒体超越媒体”的新路，当然，守正创新是我们继续出发的初
心，也是迎接所有新挑战的根本。

2025年，重庆轨道交通通车及在建里程将达到“1000+”，轨道运营线
路的持续增长和轨道都市圈的不断扩容，为轨道媒体创新铺陈了大有可
为的新画卷。我们将推动“文旅+轨道”品牌孵化，以“人文之心”“公益之
情”“创意之手”运营轨道空间，打造更具创意的沉浸式场景和更抵达受众
的视觉空间，让重庆晚报融入城市品质提升，持续放大媒体势能，力争成
为国内地铁媒体头部品牌。

我们确信，是内心的坚守让每一次改变充满希望。今天是里程碑，也
是新起点，让我们搭乘开往春天的列车，继续新的征程，见证创新与发展，
见证每一个幸福的成长，见证每一个梦想的实现。 重庆晚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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