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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看点

赵子忠  经济日报社副社长
看点：

融合发展是趋势，对主流媒体

来说更是明确的要求。当前，媒体

融合正在加速推进，新的传播格局

正逐步形成。作为以经济宣传为主的

中央党报、经济大报，经济日报近年

来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

闻舆论工作、宣传思想工作和媒体融

合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努力找准自

身定位，强弱项、补短板、展优势、

创特色，进一步夯实媒体深度融合发

展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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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瑞农  中国环境报社党委
              书记、社长
看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了党的

主张、国家意志、人民意愿的高度统

一，生态文明建设从认识到实践都发生

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的变化。中

国环境报作为国家生态环境的专业媒

体，一直将“传播生态文明 守望美丽中

国”作为职责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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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锡生  东南大学文化传媒
              与国际战略研究院
              联席院长
看点：

内容建设是关键，内容建设无止

境，内容加强需要坚持不懈。同时，要

理性地处理好内容创新与技术创新的关

系，既不能因为强调内容建设而忽视技

术创新，也不能只顾技术创新而忽视内

容建设和创新。彼此并不矛盾，关键在

于如何突出重点，有所为有所不为，注

重实际，注重实效，量力而行，错位竞

争，强化优势，力显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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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文推荐

新型主流媒体未来发展的三

个关键性操作

作者：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教授、中国新闻史学会传媒

           经济与管理专业委员会会长 

           喻国明

摘要：

主流媒体面临的是一场革命性的

转型，无论是传统的传播理论，还是

过去的实践经验，都很难成为继续发

展可依托的基本范式。而且，传统的

理论和过去的实践限制了主流媒体对

全新选择的想象力。面对媒体融合转

型发展的时间节点，传统主流媒体首

先应放宽视野，充分考察现实所提

供的各种发展可能性，并做出最佳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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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互联与人机共生——新

冠肺炎疫情期间的网络传播

实践与思考

作者：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
           艺术学院教授  吕欣

摘要：

互联网正不断溢出其媒介属性，

而逐渐形成一个肌理健全、社会角色

完整、生态完整的虚拟网络社会，其

自身社会组织脉络与运行机制日益成

熟。在网络社会中，人们彼此相互关

联，跨越身份背景，造就了多元文化

的冲突与融合，带来了蔚为壮观的文

化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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