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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点：

近年来，河北日报报业集团坚持

守正创新，聚焦精品生产，靠绝对内容

优势赢得明显传播优势；发挥权威性特

点，彰显主流媒体价值；搭建新型平

台，为正能量内容导入大流量；创新机

制保障，催生内部融合质变；探索跨界

合作，积极打造平台型媒体，在推进

深度融合中不断扩大主流价值影响力

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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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似飞  湖南日报社党组
              成员、副总编辑
看点：

2020年9月，中办、国办印发了

《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

见》，媒体深度融合新一轮改革发展大

潮扑面而来。在媒体深度融合发展改革

实践中，如何正确处理“快功”与“慢

活”、“流量”与“质量”、“内容”

与“渠道”、“专家”与“全能”、

“迎合”与“引导”五对关系，对进一

步推进媒体深度融合改革具有现实意义

和探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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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点：

人在哪儿，宣传思想工作的重点就

在哪儿。融媒体时代是个新闻互动的时

代，广大新闻工作者深入探索人、事、

情、境、理、史的关联，对于写活写深

文章，增强引导力、感染力、影响力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强化受众意识，做

到六大关联，读者自然产生共情，自然

爱读爱看爱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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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机制创新促进媒体深度融合

作者：

摘要：

随着智媒时代的到来，我国新闻

传播领域所面临的国内国际环境、社

会环境、技术环境、制度环境等都发

生了深刻变化，机遇与挑战并存。在

此背景下，要继续推动媒体融合向更

深层次拓展和延伸，必须着力加快推

进机制创新，开拓思维，更新方法，

持续发力思路变革，推动媒体融合向

更高阶段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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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筹建时期《人民日

报》的独特贡献

作者：

摘要：

1948年，解放战争来到了转折点，

新中国的筹建拉开了帷幕。在这样背景

下诞生的《人民日报》自然承担起了为

新中国的筹建鼓与呼的历史责任。《人

民日报》在新中国筹建的过程中发挥了

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成为那一段历

史最权威最真实的记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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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视频新闻的特点、问题及提

升策略
作者：

摘要：

短视频新闻具有新闻生产者权力
下移、生产技术智能化、算法推荐下受
众彰显主动权的特点。同时，短视频新
闻生产又面临同质化挑战新闻价值、虚
假化挑战新闻真实性、碎片化挑战新闻
深度等问题。因此，短视频新闻应该从
小故事映现大主题、视听叙事呈现立
体、传播手段融合推进等方面，完成短
视频新闻生产质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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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新媒体研究中心

副主任、秘书长  黄楚新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常务理事 

董伟

东北师范大学传媒科学学院
（新闻学院）  阴艳  韩月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