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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众的审美需求为标准，更不意味着传统媒体新闻摄影

记者引领社会审美导向的重任消失。恰恰相反，在这个

个性化更强、包容度更高的时代，新闻摄影记者更要肩

负起引领正确审美导向的重任，在尊重受众多元化审美

品位的基础上，以自己的精品力作潜移默化地发挥引领

作用，促进社会精神文明的健康发展。

2.凸显时代性，向全能型人才转变

除了要积极培养自己的独特摄影风格之外，摄影记

者还要格外注重与这个时代融为一体，即凸显作品的时

代性。从艺术的角度而言，坚持艺术性与满足大众审美

需求并不矛盾，摄影记者不应当以一种孤芳自赏的心态

来坚持自己的摄影艺术，而应当紧跟时代步伐，紧扣时

代脉搏，以满足受众需求为出发点，做到雅俗共赏，真正

做到用职业操守和艺术水准来服务大众。

对于一名优秀的摄影记者而言，其不应当仅仅是一

名摄影师，还应当是一名优秀的图片编辑、一个会用镜

头讲故事的人。这样的新闻摄影记者拍出来的作品才

更容易感动大众，被大众所认可和接受。摄影记者在不

断的创作中，也应当去反思自身，经常深入思考自身对

摄影艺术的理解是否深刻，自身对人生的感悟、对生活

的认知是否正确，从多角度来提升自身摄影作品的质

量。这就要求新闻摄影记者在不断磨砺自身专业技术

的同时，做一个“懂生活”的人，经常深入到人民群众中、

深入到火热的生产生活中，对生活有更深的品味与感

悟，创作出有温度、有深度的摄影作品。

摄影记者还需拥有“双栖作战”的能力，既要能拍也

要能写。出身于传统纸质媒体的摄影记者，往往写作方

面是“短板”，因此，要想适应媒体转型，摄影记者必须强

化新媒体记者的角色意识，能写现场短新闻、消息甚至

是通讯。

宋代大诗人陆游说:“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当

下，摄影记者的功夫更是不全在摄影本身，掌握好现代

摄影基础技术之外，更要不断提高文化素养，增强文字

功底。只有具备驾驭语言的能力，以准确、简洁、鲜明、

生动的新闻语言为图片“画龙点睛”，新媒体时代的摄影

记者才会生机无限。

3.把握图片产业的发展机遇，形成产业联盟

在新媒体时代，图片产业的发展潜力无疑是非常巨

大的，不仅对图片的需求量非常巨大，而且要求也是越

来越多。对此，新闻摄影记者应当积极把握这一重大的

发展机遇，凭借自身的专业实力，在产业链中占据一个

有利的位置，用自身的技术能力、专业素养和职业操守

来树立行业标杆。面对如此良好的发展机遇，单凭个人

的力量显然是难以获得最佳发展效果的，因此，摄影记

者应当形成产业联盟，建立共享图片库，协同发展，促进

这一产业的壮大。

如今，图片版权交易问题备受社会各界关注。为推

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更好整合媒体图片资源，保护

创作者合法权益，人民网曾倡议主流媒体在净化版权市

场一事上主动担当。倡议传统媒体探索新机制新模式，

以“图片库集群”方式完成图片大数据采集、存储共享，

为主流媒体提供便捷高效的图片管理服务系统，搭建一

个优质新闻图片版权交易平台。

同时，行业内部加强图片版权认证及交易乱象舆论

监督，积极引导图片版权交易市场的规范良性发展，让

著作权人、版权所有人有尊严地创收增收。通过高效配

置社会公共资源，把拥有大量优质图片资源的机构平台

有效组织起来，扩大主流价值影响力版图，助力整个图

片版权交易市场的健康发展。

四、结语

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对于传统媒体新闻摄影记者而

言既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挑战，也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

发展机遇。是挑战还是机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摄影记

者的应对心态以及应对策略。不论压力有多大，竞争有

多激烈，摄影记者所拥有的专业优势并没有失去，相反，

其应当积极发挥专业能力方面的优势，以更加坚定的信

念和更加开阔的思路来面对挑战，走出一条更为宽广的

发展之路。■
(作者单位:天津广播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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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界聚焦

数字文旅作为一个新兴的产业形态，成为公众关注的“热

词”。各地文广旅集团成立以后，纷纷打造“沉浸式数字模拟新

媒体艺术”项目。虚拟现实、智慧景区等各种文旅消费新场景的

爆发式涌现，离不开一系列数字技术的革命性突破，更离不开我

国规模巨大的消费市场。

广电将线下大型活动、各种大赛和数字文旅项目，作为支撑

线上播出内容的一个重要部分。曾经的地方台“地域性局限”现

在正好成为地方主流媒体垂直服务地方受众的硬核优势。与其

在线上以短应战，不如线上线下共同发展，“沉浸式新媒体艺术”

落地项目恰恰是地方广电在文广旅结合后发挥传媒优势的新阵

营。传统广电、传统文旅与数字科技的融合，呈现出资源无限、

时空无界、身份多元、数据驱动等全新特征，使得沉浸式文旅新

业态有了多维表达形式。

广电+文旅+数字科技：沉浸式文旅新业态的多维表达

03 当“文广旅”遇上“新媒体艺术” 梁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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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望能有更专业、质量更高的新闻摄影作品出现。

以某地举办的车博会为例，很多新兴媒体纷纷加入

到对这次活动的报道中。但是受众发现，绝大多数的新

闻报道用的几乎都是质量不是很高的新闻图片，而且报

道的内容也几乎千篇一律。而有的自媒体为了吸引受众

眼球，采用了移花接木的手段，用了一些并非本次活动的

图片。其行为被曝光后，引来一片哗然。虽然也有一些

新媒体使用了现场拍摄的照片，但是由于拍摄者专业技

术能力有限，其拍摄的照片达不到受众的审美要求。

传统媒体新闻摄影记者不论是在专业性还是在职

业操守方面都有着非常明显的优势，其应当做到的是坚

守优势，绝对不能随波逐流。

随着近年来夸大宣传和随意使用新闻图片的情况

频频发生，越来越多的受众更看重新闻的专业性和严谨

性，也更看重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操守。受众的这种态

度，对新闻摄影记者而言是一个很好的机遇，其应当在

确保作品质量的同时，满足受众快速获取新闻的需求。

对此，新闻摄影记者可以建立图片库，促进新闻图

片信息流通利用和平等共享。

2.提高丰富性

丰富性的提高不仅仅指的是摄影作品类型、内容方

面的丰富，也指的是在传播渠道方面的丰富。在全民摄

影时代，新闻图片的地位不仅没有降低，反而有了很大

程度的提升，许多大型门户网站专门开设了图片频道，

如新浪网、网易、凤凰网等。

另外，现在许多社交APP也对新闻图片有着大量的

需求。可以说，新闻摄影记者的工作机会增多了，其可

以更好地适应新时代的变化，发挥自身的专业优势，提

供更多的新闻摄影图片。

作为专业摄影记者，应当在坚持自身专业水准和审

美标准的前提下，更多地去考虑受众群体的审美口味，

既满足受众的审美和阅读口味，同时也用自身的专业性

和职业精神来引导受众群体的审美标准提升。在这方

面，传统媒体新闻摄影记者应当放下身段，积极参与社

会实践。勇于涉猎与尝试对于自身专业能力的提升以

及创作思路的拓展来说，是大有益处的，同时使其在不

断丰富作品种类的同时，也能够更好地把握住当前社会

大众的审美需求。

3.调整心态

虽然由于新兴媒体的出现，传统媒体感受到了前所

未有的压力，但是换个角度考虑，新兴媒体的出现也推

动了传统媒体更进一步发展。过去，由于种种原因，传

统媒体成为媒界的主宰。传统媒体来自社会，自然也应

当服务于社会。新兴媒体也是社会的一部分，其也是为

社会大众服务的，从本质上而言，二者并无差异。

作为传统媒体的新闻摄影记者，其在感受到压力的

同时，更应当积极抓住发展的契机，清醒地把握未来媒

介领域的发展趋势。其应当做的是积极调整心态，以更

符合时代发展的融合理念来看待如今的竞争环境，化压

力为动力。

长久以来，传统媒体新闻摄影记者乃至于整个媒体

行业都缺乏一种服务意识，毕竟由于竞争的缺乏和一家

独大的原因，致使传统媒体从业者很多时候都是一种高

高在上的姿态。如果其能在新形势下主动调整心态，积

极应对挑战，努力推动融合，加强与新兴媒体的竞争与合

作，则传统媒体新闻摄影记者的生存空间会扩大许多，其

所感受的压力也更多地会化为鞭策其前进的动力。

三、新媒体时代背景下新闻摄影记者发展策略

1.提高专业素养，形成独特摄影风格

虽然说暂时一段时间内，新媒体时代由于“全民拍”

风潮的涌起而使社会整体摄影审美水平有所降低，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这个时代仅追求快餐文化而不再需要有

质量、有品位的优质摄影作品。恰恰相反，摄影文化越

是普及，就越激发起大众对精品的强烈渴望。

对此，传统媒体新闻摄影记者要树立信心，坚定信

念，不断磨砺自己的业务能力，提高自身的业务素养，做

到既能够奉献出摄影艺术精品，也能够最大限度、最及

时地满足大众对新闻图片的审美需求。

面对传统媒体向深度拓展发展空间的转型需求，新

闻摄影记者注定要强化自身的特点和优势。专业新闻

摄影记者只有突出特长，有所为、有所不为，才能突破瓶

颈，重获新生;只有做自媒体不能做、无法做的报道，才

会有更广阔的施展空间与机会。

可见，重要而紧迫的转型任务已悄然摆在传统媒体

新闻摄影记者面前。在自媒体层出不穷的新时代，受众

更需要了解重大新闻事件的来龙去脉，要求新闻媒体对

新闻进行追踪报道、做深度解读。专业新闻摄影记者要

从知性走向理性，从调查型记者走向研究型记者。

另外，专业摄影记者一定要形成并坚持自己的独特

风格，敢于坚持个性，勇于展示自我。这样，摄影记者才

能够真正意义上凭借自身专业方面的优势脱颖而出，否

则一味迎合受众审美的话，只会让摄影记者迷失自我。

在提高专业素养的同时，传统媒体新闻摄影记者也要积

极转变心态，并把握好转变的度。虽然当前是一个以受

众为核心的媒体时代，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一切都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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