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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超文中国行业报协会会长

看点：

中国行业报协会作为“产业报行业

报之家”，在中宣部、中央和国家机关工

委、中国记协的领导和指导下，紧扣党

和国家宣传主线，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开

拓创新宣传工作，推动行业媒体加快融合

发展，深刻践行“管理、协调、服务”职

能，管理服务近150家中央行业媒体。涵

盖公安政法检察、工业交通、金融贸易、

工商税务、科教文卫、农林水利、国防军

工等60多个部门和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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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香澎湃新闻常务副总裁

看点：

前沿技术有机融入采编发系统，

对于内容的安全生产，以及面向受众的

高效率分发上起到了很大的提升作用。

澎湃新闻自建研发的“清穹内容风控平

台”，实现了智能审核、智能校对和智

能巡检功能。嵌入采编后台后．就可以

在内容安全管理上实现纠错，极大地解

放了人力。目前，该系统也实现了对外

输出，多家媒体同行已经开始使用清穹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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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国锋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副总
经理、顶端传媒科技
(酒膊r)孝邗艮忿■司型—弘长

看点：

顶端打造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顶端算法、传媒数字化基础平台，

建设全媒体传播体系，并以“平台+媒

体”的方式融合了河南商报等3家媒体

和公司；聚合创作者1．5万余人、矩阵

粉丝-．3000余万，实现月传播量62亿次，

形成较大影响；并初步形成自我造血能

力，探索形成了“低成本、高增长”建

设主流媒体平台的新路子、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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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高校网络与新媒体专业建设研讨会综述／马慧吴航行钱尔赫

智媒体时代网络与新媒体专业人才培养的课程群建设／杨华

“四全媒体”框架下网络与新媒体专业课程思政建设的创新探索
／文|J玉婷

网络与新媒体专业建设逻辑与应用型人才培养路径／邵泽宇郭玉锦

陈律言

网络与新媒体专业全媒体视频采编课程体系建设

——以辽宁传媒学院为例／张潇予

传媒电讯

096 2023年第一季度“横店指数”报告／虞涵王真

传媒书评
体系化推进大学生网络素养教育研究(叶定剑)／媒体资产数字化

管理研究(魏小荣)／文化全球化与现代中国文学的跨文化传播

(李军锋)／新媒体时代播音主持工作创新发展实践路径(刘博文

宋雨倍)／新时代新闻摄影的五个创新点(宋歌)／少数民族电影的

影像叙事传播模式嬗变探索(高健)

推进内容供给再创新构筑主流舆论

新高地

作者：辽宁报刊传媒集团(辽宁日报社)

党委副书记、总编辑田学礼
摘要：

随着新兴技术的深入发展和广泛应

用，新闻传播模式正发生深刻变化，对媒

体融合工作也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辽

宁El报在新闻表达方式方面不断探索，努

力创新，始终坚持以用户为中心，让主流

声音直抠终端；以原创为核心，让内容价

值充分传播；以融合为重心，围绕视频再

造采编流程，推出了一系列有质感、有创

意、有流量的全媒体产品。不断提升主流

舆论传播的影响力。
P1】

主力军全面挺进主战场构建媒体深度

融合新生态

作者：江西广播电视台(集团)党委
书记、台长、董事长龚荣生等

摘要：

2023年是媒体融合从行业探索上升

为国家战略整体推进的第十年。我国媒

体融合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进入攻坚

期。在融合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与

打造新型主流媒体、构建全媒体传播体

系的需求不适应、不匹配。调研组采用

问卷调查、实地考察、蹲点调研、座谈

访谈等方式，梳理出制约主力军挺进主

战场的体制机制壁垒，并从多方面提出

解决路径和策略。
P23

中华学术外译项目提升我国社科英文

期刊国际影响力研究

作者：暨南大学文学院史小军昌元英

摘要：

在我国出版“走出去”的过程中，

让世界“看到”我们的学术研究成果是

我们走向世界的第一步，拥有一个高知

名度、强号召力的传播平台是提高我国

学术内容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前提。“外

译项目”要想可持续、长期性地向世界

介绍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就必须发挥自

身作用，牵头建立一个集编辑、出版与利

用于一体的国际期刊传播平台。拓畏我国

出版机．构的国际传播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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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杂志是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管、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主办的国家级权威行业期刊，北大中文核心期

刊、CSSCI(扩展版)来源期刊，创刊于1999年，原名《报刊管理》，2001年更名为《传媒》。经原国家新闻

出版广电总局批准，2014年1月，由月刊改为半月刊，每年24期。20年来。《传媒》杂志紧跟上级部署，紧跟国

内传媒形势，以“服务传媒、引领传媒”为办刊宗旨，发布权威政策信息，指导行业走向，反映业内动态，促进

经验交流。目前，《传媒》杂志覆盖面包括报刊、广播电视、网络新媒体、传媒院校及各新闻研究机构等各个领

域。品牌影响力日益增强。

现杂志主要栏目有特别策划、传媒评论、媒体融合、报刊观察、广电聚焦、新兴传媒、海外传媒、国际传播、

媒体实战、传媒广角、传媒史学、传媒党建、传媒教育、理论探索、传媒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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