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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地面频道的新闻节目最具网络竞争力的就是第

一手的本地信源。疫情期间，诸多大众关心的权威信

息均是通过职能部门和传统媒体首先发布的。辽宁广

播电视台《新北方》《新闻正前方》、沈阳广播电视台《直

播生活》等民生新闻节目均在疫情期间零时差直播本

地政府召开的“新冠疫情防控发布会”，累计超百场直

播为传统媒体带来巨大流量，流量背后则是主流媒体

公信力、传播力的大幅提升。

②重视议题设置，提升舆论引导能力。构建新型

主流媒体，还要重视议题设置，要让用户参与讨论、参

与生产。以《新北方》为例，其移动端账号粉丝累计500

余万，激活这个数量巨大的受众群体，使其参与节目生

产，进而增强粉丝黏性，丰富节目内容，将大大提升舆

论引导能力。目前《新北方》有线索提供、话题互动、拍

客等多个与观众互动的渠道，为了进一步调动观众、粉

丝参与节目的热情，节目组尝试通过《都市朋友圈》板

块设置主题，全网征集视频作品。

③重视信息整合加工，提高信息传播密度。民生

新闻节目普遍具有体量大的特点，但是与互联网的海

量信息源相比，“大体量”已没有传播优势。要构建新

型主流媒体，就需要在移动端上稳定、持续、密集发声，

形成具有特色的信息流。四川广播电视台创办的抖音

号“四川观察”就是成功的案例。此前很多业内人士认

为地面频道的新闻媒体账号只能主打本地新闻，以本

地信息为主，才可能形成辨识度，但是“四川观察”给出

了另一种答案：全网取材，独家视角，持续输出，保持特

色，也能做出具有地方特色的新媒体超级账号。在互

联网的汪洋大海之中，奋力划桨自然重要，御风而行更

加重要。

④加大言论评论力度，强化主流话语能力建设。

言论是媒体的旗帜，与海量自媒体相比，传统媒体有举

旗定向的责任，这就需要传统媒体修炼内功，明辨是

非，及时发声，不断强化主流话语能力建设。民生新闻

贴地皮、接地气，天然具有群众基础。针对群众关心的

热点问题、各方意见分歧较大的敏感问题，要敢于发

声、善于发声。

比如近期各地文旅局长纷纷变装“出圈”，很多媒

体发起了讨论，随着讨论的深入，社会共识逐步形成，

媒体也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亮出观点：创新比守旧强，

提升旅游服务质量比加大宣传力度重要。一场纷纷扬

扬的讨论逐渐从“情绪化”发酵走向“建设性”方向，这

就是评论的力量。

2.推进深度融合，不断提高“用得好”的能力和水平

①建立多平台多渠道的传播体系。构建新型主流

媒体，就要建立多平台多渠道的传播体系。无论是“两

微一抖”，还是“三微一端一抖”，强调的都是全网覆

盖。作为民生新闻节目，地域性是特色，也是发展的瓶

颈。如今媒体传播环境发生深刻变革，经由互联网，所

有地面频道的民生新闻都拥有了全网传播渠道，这也

就为构建全网传播体系提供了可能。目前各省级电视

台的主打民生新闻节目都创建了自己的新媒体账号，

“三微一抖”是基础配置，平均粉丝量百万起步，一条新

闻的传播由大屏单向输出变为全网同步发散，受众不

再局限于本地群体，而是数以亿计的各地网民，全品

类、多平台的传播体系正在形成。

②传播力量下沉，拓展社区传播。在互联网一网

独大的局面之下，商业领域没有放弃“地推”活动，文艺

领域没有放弃“路演”模式，这说明人际传播具有不可

替代性。网上越是热热闹闹，网下越是要踏踏实实。

民生新闻具有地缘优势，很多线索来自社区、村屯，这

是民生新闻的根系所在。传播力量下沉，拓展社区传

播，既能汲取新鲜营养，又能稳固受众“基本盘”，不至

于因为战线拉得太长，而丢失“根据地”。

③适应分众化趋势，建立垂类传播矩阵。以往由

于时段、版面的限制，传统媒体的内容生产往往取受众

口味的“最大公约数”，现在互联网提供了广袤无垠的

“土地”，传播内容正在无限细分，分众化传播成为趋

势。这就要求传统媒体调整思路，民生新闻就是新闻

领域的一个垂类，在这个垂类之下，还可继续细分。成

熟的民生新闻节目往往已培育出一批优秀主持人、骨

干记者，这些人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背靠传统媒体的公

信力和优质资源，与自媒体相比，面向互联网做垂类账

号具有天然优势。民生新闻节目建立垂类账号传播矩

阵是对内容的升级建设。

④强化能力建设，提高多形式多形态传播的能

力。互联网提供了新玩法，也需要新本领。民生新闻

节目曾经在表现方式上创新突破，在传播领域获得了

一席之地。构建新型主流媒体需要再次革命，深化生

产流程改革、持续进行团队培训，提高多形式多形态传

播的能力。一个采访小组就是一个直播团队、一个全

媒体制作团队，具备随时播发、分屏发布的能力。

构建新型主流媒体，民生新闻节目凭借自身优势，

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果，在未来的征途中，还将不断探

索，积累实践经验，为传统媒体转型晋级摸索出一条可

行之路。■
（作者单位：辽宁广播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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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民生新闻节目就在媒体融合发展中走在前列。

第四，民生新闻在媒体融合上已经取得阶段性成

果。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崛起，传统媒体的媒体融合步

伐也不断加快。特别是微信、头条、抖音、快手等平台

崛起后，传统电视媒体都在不断尝试媒体融合的新路

径。民生新闻节目在这方面一直走在前列，几大平台

的机构号中，很多省级电视台民生新闻节目的机构号

已经培育出100万+的大号，粉丝集聚能力和机构号的

影响力都非常强。部分有实力的电视台民生新闻节目

还顺势推出自主开发运营的独立平台。贵州电视台公

共平台就依据其民生新闻节目《百姓关注》推出了自有

的APP《百姓关注》，下载量已经达到2000万。这款

APP成为节目内容首发平台，通过自主平台，还探索开

发出众多互联网产品和互联网传播新方式，极大地提

升了频道和节目的影响力。

二、互联网传播时代为民生新闻节目进一步提

高传播效能提供了可能

互联网传播时代的到来一方面客观上挤压了传统

媒体的传播空间，但是另一方面也为传统媒体提供新

的传播路径和平台，为传统媒体扩大影响力提供了新

的可能。这需要传统媒体加大融合步伐，提升融合能

力，理性看待新的传播生态。打造建设新型传统媒体，

与新兴媒体形成“你就是我，我就是你”的关系，不但需

要传统媒体客观认识到自身的优势，也要看到互联网

传播的种种不足。

1.互联网时代的传播格局发生变化

从传播主体看，已经由各级传统媒体的单一主体

演化为多平台的多元主体。从传播格局看，目前传播

主体包括如下两类：

一是各级主流媒体的传统传播平台及其在各类新

平台上打造的新媒体机构号，作为主流舆论的主阵地，

其权威、客观、公正的信息和专业的内容生产能力，使

得传统媒体的信息传播依然强大而重要。近年来，各

级政府部门也日益重视政务信息的发布，其发布的内

容在互联网平台上的影响力也在逐步扩大。

二是在互联网平台上兴起的各种达人、网红的新

媒体个人号，但是这类新媒体质量参差不齐，信息可信

度普遍不高。

从互联网传播内容看，与民生相关的内容占据绝

对优势。互联网的用户群和电视媒体尤其是民生新闻

节目的观众群高度重合，这一点从辽宁广播电视台都

市频道《新北方》新媒体粉丝画像可见一斑。《新北方》

微信公众号粉丝量达230万+，后台数据显示，超90%的

粉丝居住地是辽宁，从这个角度观察，虽然传播平台不

同，但是受众群体还是相似的。优质的、生动的、贴近

的内容在大屏有高收视，在移动端也有关注度。

2.互联网传播使得信息的传播和流动出现诸多不

良趋势

①碎片化传播使得互联网产生大量无效信息。在

“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遇事不要慌，先发个小视

频”成为很多人的思维惯性，这给互联网带来了海量内

容，但是由于生产方式非专业化，不可避免地带来大量

未经筛选的无效信息。

②单体信息和整体信息的质量都不高。从目前互

联网的内容质量来看，无论是单体信息还是整体信息

的质量都不高。发布门槛低，内容无限量，这两点是基

本原因。调查显示，每个人每天浏览互联网短视频平

台大约3小时，浏览时长超10秒的视频占比较低，点赞

的更低。很多人长时间浏览短视频后，最大的感觉是

“空虚”，感觉自己的时间被无意义地消耗掉了，这就是

接受大量无效信息产生的观后感。

③依据算法技术推动信息流动，信息“茧房效应”

明显。使用手机浏览信息时间长了以后，大家的普遍

感受是：“我喜欢看什么，大数据就给我推送什么。”最

初的愉悦感过后，用户会逐渐感觉到被同质化信息包

围的“窒息”，而在这个过程中，用户会不自觉地消耗大

量“超预算”的时间，信息“茧房”也是时间的“黑洞”。

④负面情绪极易集聚叠加，各种谣言涌现。互联

网上的海量信息一部分来自用户发布，一部分来自网

友留言，某件事、某个人一旦引爆热点，随即触发的评

论大潮常常偏离事实，难以掌控。自媒体不是“自定

义”，网站平台要充分发挥信息内容管理第一责任人作

用，不断创新理念思路、丰富方法手段、健全制度机制，

着力解决自媒体信息内容失真、运营行为失度等深层

次问题，维护网上信息内容传播良好秩序。

改变互联网信息传播的不良趋势，需要不断在互

联网上壮大主流舆论，这既是所有主流媒体的重要责

任，也是民生新闻推进媒体融合的战略性机遇。

三、以内容建设为基础推进深度融合，是民生新

闻节目在新型主流媒体建设中发挥作用的根本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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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新时期广电新闻记者采访技巧 闫贵石

66 广电新闻记者技能创新策略 魏建君

融媒前沿
69 地方电视台民生新闻节目服务策略研究

徐华民

72 发挥融媒体优势 让地方新闻更出彩 赵 琴

75 如何打造智慧媒体 王 敏

78 建强智能化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实践探索 王曼利

81 融媒体中心新闻内容生产创新研究 李文婷

视域广角
84 浅谈公众气象服务短视频如何吸引流量

张闽红 林春蕾

87 试论电视新闻深度报道 刘 蓓
90 电视新闻记者职业道德建设工作探析 张凤云

93 制作播出一体网架构初探 倪福美

96 地市级新闻传媒如何助力社会基层治理
——银川《电视问政》节目实践与思考

贾 蕊

99 新媒体环境下电视新闻短视频化研究 陈丽娜

102 新媒体环境下影视编导的创新 韩 金

105 素人谈话类综艺节目策划方向简析 赵冠闻

108 电视节目后期制作中编辑思维的运用 周 妍

广播矩阵
111 突出重围 创建优秀广播栏目

——以铁岭广播电视台优秀广播栏目《民生热线》为例

张丽光

114 对长书编辑制作的思考 王冠镕

文化传播
117 节日文化视角下“关公文旅节”的新闻视听策略研究

张军娜

践行探索
120 凝聚城市文化力量

——对沈阳广电首届“沈阳家书”大型全媒体传播活动实践的总结

钟 鸣

123 做好“服务” 加速融合
——以铁岭日报社《小记试岗》公益栏目为例

董 健

观点集萃
126 浅谈“奋斗者·正青春”主题宣传实践活动 武天晴

129 电视新闻编辑的故事化思维模式探微 常 虹

132 融媒体中心编辑素养培养策略研究 刘春丽

135 融媒体时代对电视新闻记者转型的新要求 张跃宏

138 电视新闻节目画面拍摄技巧研究 贾靖扬

141 对市级电视台新闻节目编排的思考 石向黎

144 对数据新闻发展的全方位解析 孙晓亮

147 新媒体编辑如何提升微信公众号阅读量 佴皓琰

150 试论民生新闻节目在新型主流媒体建设中的作用
徐玉震

名家说图
令其呈现 薛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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