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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9车联网时代的交通广播：现状透视与

未来思考
——第八届、P国广播创新发展学术研讨会综述

P12解绑与重生：交通广播车内场景突围

P30《吉林日报》红色文化的赓续与传播

P37从央企联动《流浪地球2》看如何巧
“蹭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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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敏华广东广播电视台交通

之声、城市之声总监

看点：

车联网时代的到来让广东广播站

在了全新的起点。面对市场的变革和用

户需求的变化，广东广播电视台一直致

力于融媒转型的探索与实践。AL2022年

起，广东广播电视台积极试水智能广播

业务，智能互动广播业务将大力推进传

统广播业务在融媒时代的转型发展，音

频内容的生产、传播与运营的创新与发

展前景令人期待。

P17

张阿林安徽广播电视台副台长、
高级编辑(二级)

看点：

作为中国广播最早实现分众化运

营的领头羊，交通广播要进一步强化战

略性思维，以互联网思维前瞻性规划布

局，坚持守正创新，打造鼓励勇于创

新、善于思考和探索实践的良好创新环

境，建设健全交通广播的创新文化，才

能形成“大破局”的主动，以“破旧”

促“立新”进而实现交通广播走向新的

“大发展”。

王成梧甘肃省广播宅钡总台青春
调频负责人、高级记者

看点：

移动互联网时代，在移动音乐平台

的大规模冲击下．传统音乐广播的节目生

产、运营模式、发展方向都发生了巨大改

变。本文从传统媒4奉49霹5切入，分析当下

音乐广播所面临的受众被分流、影响力减

弱、体制机制落后、技术制约、人才流失

等困境。提出传统音乐广播必须在移动互

联网技术的加持下，稳固车栽收听的基本

盘。进军移动互联平台，寻求与移动音乐

产业的协同发展，全力打造智慧新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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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策划

乍联网J1．tt't：的交通广播

车联网时代的交通广播：现状透视与未来思考

——第八届中国广播创新发展学术研讨会综述／李颖彦沈金萍

解绑与重生：交通广播车内场景突围／吴生华李婵划台

车联网时代广东广播转型的新业态探索／陆敏华梁颖茵费眙

关于交通广播从“大破局”到“大发展”的思考／张阿林

传播终端变革中的交通广播深度类型化研究／刘颖琪吴飞卢文兴

媒体融合

02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融合传播的创新探索／白桦

028 广州日报：打造媒体深度融合的地方范式／张临涛

报刊观察

030 《吉林日报》红色文化的赓续与传播／郑礼丽

033 时政期刊百姓视觉形象的媒介建构

——基于8本时政期：FIJ2022年封面设计的研究／杨莉萍何靖

广电聚焦

037 从央企联动《流浪地球2》看如何巧“蹭热点”／刘锦妍肖浩吴梦柯

040 音乐广播与移动互联平台的融合创新策略／王成梧

新兴传媒

044 自媒体公信力评价及培育

——以科技类公众号为例／李思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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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7 全媒体时代政务新媒体的IP化策略

——以“国资小新”为例门长燕巩湘红

国际传播

050 从“走出去”到“走进去”：国产剧海外传播新格局／黄雅彬

053 广西日报：构筑面向东盟外宣“桥头堡”懈芳芳逯一胜

056 融合创新视域下双语微纪录片的国际传播研究

——以《非遗有新人》为例似B笠懿

媒体实战

059 《加油!新时代》：彰显新时代价值的奋斗故事／姜雨迪金桂兰

062 县级融媒体中心与地方高校协同赋能乡村振兴研究／田秋霞

065 读图时代《人民日报》人物照片的视觉表达／张龙

传媒广角

(168 用户需求视域下网易云音乐的改进和提升策略／王文娜

071 大数据在新闻生产与传播中的困境：挑战与应用／柯晓军

075 基于短视频的城市形象呈现分析／刘笑男

078

082

085

传媒教育

构筑周边传播共同体打造向北开放新高地

——“向北开放与周边传播”论坛综述／陈沫向芝谊孙延凤

场景化传播背景下红色文化融入思政课程探索／黄乐

红色文化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策略／宋立峰徐正则

理论探索

(188 媒介情境论视角下云会议平台对社会互动行为的影响／赵华健

09 l SICAS模型视角下短视频消费行为论析／李昕

094 向多媒介场域流变：我国戏剧传播研究的知识图谱与热点研判

／徐诚康秦敏张梦琦

传媒书评

当代视觉文化传播实践的转型探索(刘红梅)／地市新闻媒体记者

能力建设与优势塑造研究(韩剑)／基于多元文化的中国民族音乐

传承与发展(孔艳艳)／基于智能技术的影视制作与宣传推广研究

(李苗李泽华)

《吉林Et报》红色文化的赓续与传播

作者：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副院长、
岳·J研究员去1；}L丽

摘要：

在红色文化传播路径中，《吉林

日报》充分挖掘红色文化内涵，赋予红

色文化地域性色彩，续写红色故事。同

时，在媒介融合的时代背景下，《吉林

日报》积极推进“数字红”转型，让

“吉林红”在历史的长河中赓续发展，

永不褪色，丰富了红色文化的地域性内

涵，并让属于吉林人的红色文化在东北

故土上重焕生机。鼓励"-3代人不断奋勇

向前。
P30

自媒体公信力评价及培育

作者：江苏海洋大学党委宣传部李思雨

摘要：

自媒体的公信力问题是困扰我国

媒体环境健康发展的重要问题，科技

类自媒体由于传播内容具有更高的科

普性要求，其公信力问题自然更受关

注。研究发现，优质科技类自媒体公

信力建设上存在一定的共性，在科普

中能够发挥更大的主观性，保持稳定

的持续专项内容创作以及依托于高公信

力平台是培育自身公信力的有效途径。

P44

基于短视频的城市形象呈现分析

作者：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刘笑男
摘要：

短视频的发展有效助力城市形象

的塑造与传播．娱乐性的视频内容、

沉浸式的观看体验．增强了用户对于

短视频平台的使用粘性；在借助短视

频传播城市形象过程中，政府发挥着主

导作用，全民深度参与，以城市特有的

资源与文化符号创作内容传播城市形

象；具体步骤是，明确城市定位，整合

优势资源，规划传播策略，重视城市管

理与舆论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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