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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新闻报道显然不能让人解渴，受众迫切需要深度

的、注重细节的新闻。为此，广播新闻编辑要学会换位

思考，尝试站在受众的角度对新闻内容进行审视，深度

挖掘，打破长久以来宏大叙事的习惯和风格，凸显信息

价值，使最终呈现出的新闻更加符合现代受众的需求，

契合其审美标准，突出广播媒体的专业性。

3.突出广播优势，打造特色媒体品牌

在互联网时代下，风格各异的新媒体展现出各自的

优势，希望在竞争激烈的行业站稳脚跟，最终造就了百

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业态。广播媒体虽然本身有着

较为鲜明的专业性优势，但疏于品牌建设，导致自身受

众流失，市场份额缩水，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为此，现

阶段，广播新闻编辑要认真审视自身不足，突出专业性

优势，并在内容中融入现代元素，塑造良好的媒体形象，

打造特色化的媒体品牌。

其一，在新闻内容创作方面，广播新闻编辑必须要在

确保内容真实、有效的基础上进行多元探索、深度挖掘，

凸显广播媒体强大的专业性优势。与此同时，深挖社会

事件内涵，尝试从不同角度来了解社会，切实反映出真实

的社会状况，由浅入深，揭示社会现象的本质，满足受众

的信息期待。除此之外，履行自身社会责任与义务，正确

地引导社会舆论，为维护社会和谐安定贡献力量。

其二，在新闻报道与传播方面，广播新闻编辑要积

极参与媒体融合改革，在不同的媒体平台开设账号，基

于不同媒介的功能与特色开展有效传播。以微博平台

和短视频平台为例，二者虽然都是互联网信息时代发展

的产物，但二者的受众群体和内容发布形式有着很大的

不同，在进行新闻传播时必须要“对症下药”。微博平台

的用户大多是年轻人，内容以图文为主，在进行新闻传

播时要确保文字运用得当，图片与文字相匹配，用尽可

能简洁的语言阐述新闻核心内容，并用图片来凸显内容

的真实性。而短视频平台的受众较为多元，不同年龄、

不同文化水平、不同职业的用户都有，这就意味着，在短

视频平台中呈现出的内容要尽量适合各年龄段浏览，尽

量不要使用太多专业性较强的名词，文字风格以简洁、

通俗为主。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短视频平台传播要注重

对背景音乐的选择，音乐搭配文字得当的话，可以引发

公众的情感共鸣。

4.利用互联网社交力量，实现“分享即传播”

“社交”是21世纪的热词之一，社交的发达是社会

进步的重要表现。社交是一门艺术，有价值、有意义的

社交在过去是很难得的，只有当交流双方的思想、观点

达成一致时，才是社交的开始，但是在过去，这样的境况

少之又少，难以达成有效社交。而互联网的出现则为人

们社交提供了便利，各种网络交流软件、沟通平台，为人

们的社交提供了载体，为促进社会的和谐与进步作出直

接贡献。

为此，广播新闻编辑可以利用互联网的社交力量，

利用裂变效应，实现“分享即社交”的传播效果。在新媒

体时代，公众可以自主地将自己认为有价值、有意义的

新闻事件进行分享，在网络中与自己的朋友、家人就一

个新闻话题、一个观点进行探讨，或在聚会时将热点新

闻当作谈资。在这一过程中，新闻的传播力与人际关系

网络规模息息相关，一个新闻内容必须满足更多人的需

求，才会有人愿意主动对其进行二次、三次甚至更多次

的传播。

因此，广播新闻编辑更要注重融合传播内容的打

造，强调内容的广泛性及针对性，更要扩大新闻传播的

范围，通过引发公众情感共鸣，以强烈的视听冲击，引发

受众进行传播，并利用人际关系对内容进行更广泛的传

播，最终形成裂变效应。

五、结语

综上所述，互联网技术的革新为推动媒体行业发展

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同时也促使广播新闻编辑转型创

新。为了进一步巩固受众基础，全面提高受众黏性与忠

诚度，广播新闻编辑必须与时俱进，紧跟时代发展的步

伐；重新审视自身定位，对未来媒体发展趋势作出大胆、

科学的判断；利用互联网技术的优势，取长补短；通过深

度的新闻内容、新颖的新闻风格来打造特色品牌，以更好

地适应这个全新的媒体生态环境。除此之外，广播新闻

编辑还应当恪守职业道德，履行自身社会责任与义务，使

广播新闻媒体可以在互联网时代持续健康发展。■
（作者单位：商丘广播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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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界聚焦

媒体跨界融合是媒体融合的下半场，是“媒体+”和“+媒

体”的社会要素的重组和流动，是新业态、新应用的开始。

理论和实践都表明，做好媒体融合发展，应实现内容、人

才、机制、技术的全面融合，做好内容、人才和机制转变三大文

章，同时依靠专业机构等多方力量的跨界助力，有效拓展延伸

媒体融合发展的广度和深度。

在这方面，辽沈晚报迈出了融合探索的一大步：启动健康

学院和成长学院两大重点媒体融合项目，通过做好健康和孩

子的成长教育服务，把媒体的专业专长和读者网友的创新创

造结合起来，吸引广大读者参与内容生产传播，生产更多实用

性强的宣传报道，提供更多实实在在的服务内容，不断丰富媒

体融合属性，为媒体跨界融合发展和研究指出了一条清晰的

思路。

跨界融合实践样本：做好内容、人才、机制转变三大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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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编辑面临的较大挑战。互联网时代背景下，大量的媒

体技术被不断地开发与应用，越来越多的传统技术被替

代，这些新媒体技术的应用全面拓宽了新闻素材的来

源、种类。这就导致新闻编辑不仅要处理大量的、丰富

的、不同种类的新闻素材，还要不断学习新媒体技术。

同时，新闻生产机制、审核机制等也变得更为复杂，这在

无形中加大了广播新闻编辑的工作难度。

2.受众审美要求的持续提升

上文提到，互联网时代背景下的公众有了更加优质

的物质生活体验，其对新闻的审美要求也随之提升。这

意味着，常规新闻内容、传统新闻传播形式已经无法满足

公众的审美需求，需要从文字、图片、视频、音频、传播形

式等多个方面进行创新与改革，要确保新闻的内容翔实，

文字可读；图片、视频、音频的风格要协调统一；新闻传播

形式也必须兼具传统新闻的专业性和新媒体的时代性。

3.传播形式的多元需求

身处互联网背景下的广播媒体，其传播形式的多元

化已经是必然趋势，要在新闻的生产与传播中积极应用

新媒体技术。而新闻传播形式的多元需求则意味着广

播新闻编辑需要针对不同传播渠道的特点进行有侧重

的传播，要明确各传播渠道的受众特征与信息期待，全

面了解不同平台的具体功能，满足不同传播媒介受众的

需求，提高自身影响力。

随着信息技术的演进，广播需要坚持“人民至上”的

理念，努力增强有效传播能力和抵达受众能力，不断巩

固扩大主流思想舆论阵地。要以服务受众为核心，致力

于改善受众体验，提升信息服务的质量；以受众为本，时

刻关注受众需求变化，做好受众行为习惯分析，做到量

身定做、精准传播；加强与受众的互动交流，提高受众的

关注度和参与度，在互动中参与、在参与中传播。

四、互联网背景下广播新闻编辑该如何走持续

发展道路

1.重新审视自身定位，形成现代工作理念

正如上文所述，互联网背景下，广播新闻编辑有着

全新的定位与责任，要尽快进入到这些角色中。除此之

外，广播新闻编辑也应当结合现代媒体环境对自身工作

理念进行适当的转换。

过去，传统媒体一直是党和国家的“传声筒”，做好

政治宣传工作是传统媒体的第一职责。而随着互联网

技术的革新，各种新媒体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新闻

传播也不再是传统媒体的“特权”，任何一个人都能成为

新闻的生产者与传播者。因此，广播新闻编辑不仅要坚

持新闻工作原则，做好党和国家的发言人，更要深入基

层，切实了解公众的需求与诉求，承担起为人民服务的

重要责任，要在第一时间了解到公众所急所盼的问题，

并将其作为报道核心，将社会现实情况真实地反映出

来。这就需要广播新闻编辑能够形成现代工作理念，除

了要做好“内容把关者”，更要当好“社会评论者”，要对

各种新闻事件作出客观评判，充分彰显新时代广播媒体

的影响力，正确引导社会舆论。

除此之外，广播新闻编辑还要加大对信息的深度挖

掘力度。互联网时代下，信息的传播速度大幅提升，时

效性成了现阶段新闻传播的重要指标，广播媒体如果仍

旧采用传统的新闻生产模式，必然会影响新闻的时效

性。为此，广播新闻编辑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以自

身卓越的信息挖掘能力和独特的思维视角来挖掘社会

中那些有价值、有意义的新闻事件，并利用互联网技术，

实现对公众兴趣及需求的采集与分析，针对其需求，制

作出优质的新闻报道。

广播新闻编辑还可以尝试制作“要闻专题”，将最近

一些影响较大的新闻事件按照种类进行划分，将其串联

起来，推出系列节目，确保受众可以深层次了解最近发

生的大事，强化受众的新闻体验，提升受众黏性。

2.尝试多变的新闻风格，挣脱常规风格束缚

传统媒体时代，广播媒体的新闻风格一向是以严肃

为主，这一风格能够直接体现出广播媒体的专业性，有

利于塑造一个权威媒体的形象。不可否认的是，传统广

播媒体的新闻风格的确在特定年代得到了广大民众的

认可，也因此收获了一大批忠诚的受众，并在数十年的

发展中树立了自身强大的公信力。

但是在互联网时代，受众对新闻有了更高的审美需

求，传统新闻的严肃风格已经无法满足现代受众的需

求。为此，使新闻风格丰富多变，是现阶段广播新闻编

辑的工作重心，要根据新闻内容来设立风格基调，并增

强新闻内容的感染力。

一方面，新闻风格要与新闻内容、新闻主体匹配。例

如，重要会议、政务报道等新闻内容，就应当采用一贯的

严肃风格；而节日庆祝、旅游信息等新闻内容，就应当在

确保内容客观、务实的基础上使风格轻松、活泼起来。广

播新闻编辑还可以适当地加入一些网络语言，网络语言

往往能够更贴切地反映某些社会现象，适时地加以运用，

能够进一步拉近与受众的距离，引发受众的情感共鸣。

另一方面，广播新闻编辑要从细节入手，避免频繁

使用宏大叙事。互联网时代下，信息的数量呈几何级数

增长，大量冗杂、无效的信息充斥着互联网，这些浮于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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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书洋

36 城市形象的短视频传播策略探究 刘春荣

39 试谈新闻热词翻译技巧对英语新闻传播的重要性
杨柳月

42 新媒体英语新闻在专业英语听力训练中的应用
岳 杰

45 英文新闻节目在跨文化传播中的独特作用 张 敏

48 我国英语媒体跨文化传播能力探究 刘晓姗

51 网络英语新闻传播特性与新闻写作分析 秦 沛

54 大数据时代体育数据新闻的发展 丁豪军

57 网络体育报道中人文精神的体现 唐 纳

60 媒介融合时代下体育文化网络传播平台的构建和优化
刘睿博

国际传播
63 基于新媒体矩阵的国际传播品牌私域流量搭建

——以郑州城市外宣品牌WhereZhengzhou为例

熊维维

采编密码
66 新媒体环境下时政新闻采编技巧探析 倪 颖

69 浅析新闻编辑工作的创新 刘东妮

72 融媒新格局下记者体验式采访的坚守与创新 刘 婧

75 新媒体时代新闻编辑增强受众意识的策略 高非凡

美术设计
78 媒体融合语境下新闻特刊设计的特点与技巧 单振勇

81 以创意美术激发新媒体发展新动能
——浅谈美术设计在新媒体发展中的重要性

许 婧

84 美术设计在纪录片拍摄中的应用探讨 袁广福

融媒前沿
87 新形势下县级融媒体外宣报道突破路径

——以东台市融媒体中心对外宣传报道为例

夏静华

90 融媒体时代下的全媒体新闻报道思路 姜璐璐

93 融媒体中心记者的自我优化 贾艳君

96 对电视台融媒体发展实践的分析 王 睿

99 扎实抓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更好引导群众服务群众
宁 昕

102 融媒体环境下传统媒体新闻编辑的创新发展 陈兴盛

105 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路径
刘 争

视域广角
108 媒体融合背景下地方台坚持内容为王的守正与创新

韦晨屿

111 地方电视台如何办好少儿节目 赖声远

114 融媒体时代下电视新闻采编人员职业能力的提升
夏春阳

117 电视台访谈节目的困境及对策 牛海波

120 新媒体时代电视新闻采编的策略 刘柄辰

123 新媒体冲击下电视台新闻宣传工作的应对之道
刘 媛

126 电视专题片的策划、拍摄和推广 邵 寅

129 自媒体时代下电视记者思维和行动的转变 严庆合

132 浅谈电视综艺晚会导演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培养
李 鹏

135 新媒体时代慢综艺节目的成功之道 徐 林

广播矩阵
138 广播新闻记者采编能力提升路径 袁 黎 唐晓雁

主播专场
141 浅谈节目主持的情感处理 李 庆

144 融媒体发展中心主持人核心竞争力提升路径 冷 梅

147 浅析表演艺术在主持中的作用 梁 冰

摄绘观察
150 无人机在新闻摄影中的应用 程 兆

观点集萃
153 纸媒与新媒体融合发展之路 吴天祺

156 新媒体时代下非遗经济价值的创造策略 蒋仙莲

159 对地市级电视台经济新闻报道创新的思考 魏溪莹

162 浅析互联网时代广播新闻编辑优化转型路径 沈 萌

名家说图
专业化的阴郁与大众化的明亮 薛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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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集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