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0
1
8

传
媒

M
E
D
IA

国
家
新
闻
出
版
广
电
总
局
主
管

6

 

邮发代号 : 2  – 970      国内统一刊号 : CN11 – 4574/G2      国际标准刊号 : ISSN1009  – 9263      定价：18.00 元（人民币）

服  务  传   媒     引   领   传   媒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主管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主办 中文核心期刊   CSSCI（扩展版）来源期刊

20
18
年

6月
上
  11
总
第
28
0期

（
  ）上 P11  媒体转型困境与行业报的融合探索

            ——以中国旅游报社为例

P14  守正出新  大道致远
            ——中国石化报社 30 年之变与不变

P17  做好融合文章在“实”字上下功夫
            ——《中国教育报》的媒体融合探索与实践

P20  新变革  新活动  新服务  新合作
            ——以《中国食品报》为例

行业报：在报业寒冬中
砥砺前行

万方数据



CONTENT

 特别策划

 行业报：在报业寒冬中砥砺前行
009 搭建交流平台  谋求创新发展

  ——访中国行业报协会会长姚军 / 左志新

011 媒体转型困境与行业报的融合探索

  ——以中国旅游报社为例 / 徐行

014 守正出新  大道致远

  ——中国石化报社30年之变与不变 / 陈维松

017 做好融合文章在“实”字上下功夫

  ——《中国教育报》的媒体融合探索与实践 / 周飞

020 新变革  新活动  新服务  新合作

  ——以《中国食品报》为例 / 李振中

023 新媒体时代行业报如何发展？

  ——以《中国水运报》为例 / 赵虎  甘琛  张弛

 报刊观察

026 媒体融合时代党报新媒体平台的优化策略 / 黄祖兵

028 传统报业发展新媒体的实践与探索

  ——以“红星新闻”为例 / 胡彦迪

030 主流媒体大学生报道的议题设置与大学生媒介形象塑造

  ——基于2017年《中国青年报》的内容分析 / 贺小玲

 广电聚焦

033 县级电视台的困境与改版

  ——H县电视台的调研报告 / 王潇斐  王青亦

037 广电新媒体发展转型的机遇、现状与思路 / 王斌

本期观点

陈维松  中国石化报社社长、
              总编辑
观点：

“与党同心，与国同梦，与中国

石化共成长，为振兴石化鼓与呼”，

这是一张走进“而立之年”的报纸始

终未曾懈怠的底气所在。凭借这种深

厚的底气，中国石化报社以守正铸就

发展、以出新实现跨越，从一张每

周一期对开四版的报纸发展为报刊台

网、两微一端的现代媒体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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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飞  中国教育报刊社副
              总编辑、《中国教
              育报》总编辑
观点：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国教育

报》移动端内容各平台推荐量达4.1亿，

阅读量超3411万，评论留言2.3万余条，

累计出现了36篇“10万+”文章，其中

4篇达到了“100万+”。近年来，《中

国教育报》把提高传播力、引导力、影

响力、公信力作为一个系统工程，在体

制机制、媒体布局、内容建设、技术支

撑、渠道拓展等方面进行了多方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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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行  中国旅游报社社长
              党委书记
观点：

和大多数传统媒体一样，《中国

旅游报》目前已经不仅是一张报纸的概

念。近年来，根据国家旅游局党组要

求，报社加快推进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

合发展，“两微一端”搭建完成并初见

成效。因为占据旅游行业发展的优势，

和国内纸媒整体发展数据不同，2017

年，《中国旅游报》的广告版面数量和

成交额度增加，发行量稳中有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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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文推荐

新媒体时代行业报如何发展？
——以《中国水运报》为例

《中国水运报》自身拥有两网三

微一端（中国水运网、中国水运研究

网、微博、微信、微视频、中国水运

客户端）。报社聚集了行业内成百上

千个门户网站，已打造成为行业“百

度”。作为行业主流媒体，《中国水

运报》应该担当起让行业新闻社会化

的主力军主阵地作用，联合业界内其

他各种新媒体平台，共同应对行业媒

体力量分散的不利状态，像石榴籽一

样紧紧地抱在一起，为行业媒体整体

联动、抱团出击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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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变革 新活动 新服务 新合作
——以《中国食品报》为例

古语云：“穷则思变，变则思

通”。面对如此严峻的情况，我们别

无选择，唯有寻求转型。鉴于此，

《中国食品报》经过广泛考察学习、

慎重研究，决定打造全新运营模式，

秉着一切为读者着想，一切为客户服

务，一切为促进食品行业发展的新思

路，重构全新运营模式，寻求《中国

食品报》突围之策、生存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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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电新媒体发展转型的机
遇、现状与思路

未来在视频业务方面，可以通过

如下途径来丰富内容：一是充分利用

山西省广播电视台、各地电视台的视

频节目内容；二是通过合作引入乐

视、爱奇艺、优酷、土豆等大量版权

内容及UGC内容；三是通过社会合

作资源，聚合大量有地方特色的本地

化视频内容，以及旅游、教育、体

育、文化等各行业的视频资源。

 P37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