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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康传播：发展路径与传播囱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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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冠生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教授

看点：

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

要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健

康长寿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重要标

志。健康传播是一种将医学研究成果和

健康理论转化为大众易读的健康知识，

并通过态度和行为的改变，以降低疾病

的患病率和死亡率，有效提高一个社

区或国家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准为目的

的行为。

P09

杨秋兰健康报社副总编辑

看点：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发展，推动媒体

融合发展、建设全媒体成为一项紧迫课

题。健康报社客观分析发展面·临的机遇

和挑战，对媒体功能定位再思考．结合

近年来探索取得的实践经验，提出“深

耕新闻主业、做强健康促进、拓展健康

服务、打造高端智库、推进融合转型”

的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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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有才新华网客户端《新华

大健康》总策划

看点：

健康传播正是致力于将医学研究成

果转化为大众易读的健康知识进行广泛

传播，提高公众健康素养，提升社会卫

生水平。媒介技术的迅猛发展为健康传

播提供了便利，也带来挑战，健康传播

更需从专业性和公共性出发，及时传

播权威、准确、可靠的信息，回应大

众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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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制网络虚假新闻要从内容生产

源头做起

作者：南开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院长、教授刘亚东

摘要：

我们追求的新闻真实是整体真实

与局部真实的统一，这是新闻采写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 “片面客观”“合理想

像”等都有悖于新闻的真实性原则。

整体真实框架下的局部真实才是有意义

的。如果整体真实缺位，局部真实越

多，误导性越强，危害性也越大，甚至

沦为披着真相外衣的谣言或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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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用什么样的姿态关注元宇宙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
研究中心研究员， 中国人民大

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彭兰

摘要：

很多时候，技术的变革都会带来

从社会到传媒业各个层面的发展，如

果过一两年我们判断这个事情真的很

重要再去跟进，可能就错过了最重要

的观察期。今天，对于元宇宙这个新

技术，我们仍然要有这样一种既远又

近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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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与探索：我国西北五省区地市

级广电媒体融合发展状况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

研究所数字媒体研究室主任

黄楚新

摘要：

地市级媒体作为全媒体传播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却也是四级媒体布局

中最薄弱的一环。受制于区位等因素，

西北地区地市广电媒体融合发展相对滞

缓，亟待寻求追赶提升的发展路径。本

研究聚焦西北五省区33个地市的广电媒

体融合实践探析西北地市广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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