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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观点

张方知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高级工程师
观点：

随着云计算技术的不断创新，数

据中心向整合化方向迈进，虚拟化技

术向软硬协同方向发展，大规模分布

式存储技术进入创新高峰，分布式计

算技术不断完善和提升，云计算前景

一片光明，IT世界进入云计算时代。

在IT技术变革演进的过程中，云上

运维（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on 

Cloud）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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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立明  温州日报报业集团
              党委书记、社长，
              中国报业全媒体发
              展研究中心主任
观点：

温报集团按照“移动优先、网络

随行、纸媒精读、中控集成”的传播模

式，以融媒体中心为枢纽，构建了党

报、都市、财经三大融媒体传播方阵，

拥有报刊、网站、网络视频、客户端、

微博、微信、阅报屏、手机报等十多种

媒体形态和181个媒体端口，打造温州

新闻、掌上温州等20多个50W+新媒体

平台，集聚用户1762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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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向荣  央广新媒体文化传
              媒（北京）有限公
              司执行总裁
观点：

“5G+4K+AI”为智慧广电发展提

供了技术支持，新技术在广电行业中的

应用创新推动了广播电视内容高质量发

展，促进了广播电视媒体传播形式的多

元化、高速化发展，提升了广电媒体的

公信力和影响力，同时更能满足受众对

高质量、精品化内容的需求，是真正致

力于全方位、全时段、全维度的高质量

智慧化新媒体广播电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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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四全”媒体论河南广

电引爆两会“朋友圈”

在2019全国两会报道中，河南广电

确立了“融合传播、先网后台、移动优

先”的理念，深刻践行“四全”媒体

论，让主力军挺进主战场，借力5G+VR

等新技术应用，打造“强交互、重体

验”的融媒体产品，从单平台到多平台

跨越，从“传统阅读”到沉浸式“现场

体验”，为区域融媒体的传播创新赋

能，为一亿河南人带来价值阅读，传递

两会好声音，讲好河南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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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大师”事件：网络视

频的媒介狂欢与思考

对于社会公众来讲，存在“耳听

为虚、眼见为实”的心理定势，但在

“流浪大师”事件中，我们眼见的却是

一一幕超现实的虚假和荒诞。在网络视

频尤其是在网络直播中，主播身嵌事件

现场，以解说者、报道者的身份出现，

给人一种“新闻直播”的画面感，为虚

假信息和谣言的传播披上了合法性的外

衣。网络视频的这种传播特性，也是做

好网络舆论工作时需要慎重审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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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思维下音频媒体的智能

化转向

当前，音频聚合平台与人工智能

的融合依然沿用着传统媒体与互联

网融合时期“技术+内容”的融合范

式，尚处于弱智能化融合阶段，若要

实现纵深融合，还需在明确媒介边界

和自身发展优势的基础上，完善“生

产—分发—进化”的发展链条，从而

形成以精准经营为导向，以智能技术

和聚合内容赋能的声音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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