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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电新闻媒体还要做好市场调研，按照市场需求

合理安排人才培养培训内容。在这个过程中，要充分

利用科技力量，用科技引领发展，将慕课、微课等新媒

体线上学习工具引入到人才培养工作中，为员工提供

更方便的学习条件，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历史告诉

我们，只有愈发注重人才培养，行业才能在未来发展中

有源源不断的动力，才能在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

3.加强与其它媒体企业的交流与合作

事实证明，闭门造车不利于媒体的发展。俗话说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能发展到现在，媒体必然有其

特有的优势，所以如果广电新闻媒体能加强与优秀媒

体同行的交流与合作，并根据自己发展需要汲取经

验，就很容易在现有的基础上再获突破，从而使媒体

综合竞争实力得到提升。不管是技术上的交流与合

作，还是人才之间的交流与合作，都符合互利共赢的

发展原则。

在新媒体时代，坐在办公室里吹空调的新闻编辑

很难有大的作为。不与其他媒体的新闻编辑进行交

流，广电新闻编辑就很难认识到自己的不足，长此以

往，不仅会影响到自己的发展前景，而且也会影响到广

电媒体的未来。竞争与合作是永恒的话题，没有竞争

也就没有发展和突破，适当的竞争会为媒体提供发展

动力。合作是共赢的基础，尤其是传统媒体与新媒体

之间的合作更是会让两者齐头并进发展。微信、微博、

抖音等新媒体已经成为民众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社交工

具，如何将这些新媒体与传统媒体有机融合已经成为

新闻编辑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当然，已有很多传统媒体与新媒体成功融合，比如

我们耳熟能详的央视《新闻联播》就已经开通了官方抖

音号，吸粉无数，不仅方便了受众观看新闻信息，而且

受众还可以在观看新闻信息的同时进行评论，实现了

媒体与受众的交互。利用大数据和云技术对受众评论

进行收集和分析，可以让媒体对新闻节目进行有针对

性地调整，这对于强化节目效果是非常重要的。因此，

加强与其他媒体的交流与合作同样也是提高广电新闻

编辑能力的有效途径，既可以开拓他们的视野，同时也

能够让他们学习新技能、新思想，甚至可以让他们的能

力得到提升更上一层楼。

4.培养政治敏锐性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每个国人都应有爱国主义

情怀和社会主义荣辱观。媒体必须传播先进的政治思

想，引导受众摒弃落后和愚昧的思想，并提高受众明辨

是非的能力，培养受众爱国主义情怀，让他们都能成为

和谐社会的建设者与参与者。广电媒体要把党的路线

方针政策通过新闻节目的形式传达给受众，从而不断

提高受众的政治觉悟，并帮助他们理解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内涵，引导受众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新闻编辑是新闻传播活动的把控者，所以他

们的政治敏感性直接决定了新闻节目对受众思政教育

的效果。

与新媒体相比，传统媒体在受众心目中的地位更

高，也更有公信力。作为广电新闻编辑，在平时就应该

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并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作为学习重点，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思

想政治教育成为新闻节目的一大特色，确保能紧紧把

握正确的舆论导向。不仅如此，广电新闻编辑更要坚

定政治立场，编辑、传播真实而客观的新闻信息。

总而言之，广电新闻编辑应该具备掌控社会舆论

导向的能力，并主动弘扬新时代主旋律，积极传播社会

正能量，增强受众对生活的幸福感和满足感，让新闻节

目成为受众接受思政洗礼的重要工具。当然，广电新

闻媒体也要重视对新闻编辑的思政教育，不仅要督促

他们深入了解国内外政治局势，更应要求他们具有家

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情怀，更好地发挥广电新闻

节目在正确引导社会舆论方面的作用。

三、结语

新媒体时代背景下，同样的新闻内容，以何种角度

去挖掘新闻价值、以何种方式来报道新闻内容、以何种

方法来赢得受众的支持与喜爱，无疑都考量着新闻编

辑的个人能力。由此可见，提高广电新闻编辑能力具

有重要的价值意义。■
（作者单位：沈阳广播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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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建设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基础，乡村振兴

是实现全民共同富裕的重要前提。新闻舆论工作要把党性原则

作为根本原则，让党的主张成为时代最强音，为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服务。

在共同富裕视阈下、在乡村振兴时代背景下，各级各类媒体

要创新讲好“三农”故事，把人民记在心中，把文章写在祖国辽阔

的大地上，用深情的笔触描绘庄稼地里饱满的麦穗、村民家中热

气腾腾的灶台、村庄里平坦的柏油路、乡村校园里现代化的教学

设施，把宏大主题融于细微处展现。主动融入，找准定位，发挥

自身在内容、技术、平台等方面的优势，创新“融媒体+”服务模式

和“三农”主题报道内容形式，从社会、文化、经济等维度助推农

村精神富裕和物质富裕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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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为媒体输送了大批优秀毕业生，使媒体富有发展

活力。但是，这些毕业生往往缺乏工作经验，一些人不

具备胜任新闻编辑这个工作岗位的能力和素养。所

以，为了提高他们的能力，媒体会对他们进行培养培

训，并用严格的考核制度来督促他们自主学习，以期他

们严于律己、恪尽职守，为媒体的发展作出贡献。

实际上，无论是对广电新闻编辑工作者而言还是

对广电新闻媒体来讲，提高新闻编辑能力都具有十分

深远的意义。一方面，高校扩招政策的实施使大量新

闻编辑专业的毕业生涌入人才市场，这在无形之中会

给新闻编辑岗位人员带来一定的心理压力，而适当的

心理压力会让新闻编辑居安思危，并通过不断学习来

给自己充电，这会使他们的综合能力逐步提升；另一方

面，广电新闻编辑在压力的推动下逐渐提高自己的综

合能力，这是广电媒体喜闻乐见的，因为这意味着他们

可以生产出更多高质量的新闻节目，会在不知不觉中

吸引更多的受众，赢得受众良好的口碑，争取更大的媒

体市场份额和更多的话语权。

二、新媒体广电新闻编辑能力提升路径

如前所述，在新媒体时代背景下，提升广电新闻编

辑的能力对新闻编辑自己以及媒体来说都具有非常明

显的现实意义，是传统媒体打破发展瓶颈、再次寻找突破

的关键。学习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在这个传统媒体与

传统媒体、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的竞争愈演愈烈的当

下，新闻编辑必须要培养“学习至上”的思想和意识，把学

习当成是让自己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让自己的知

识储备与综合能力紧跟时代发展的脚步。只有这样，才

能在自己所服务的领域有所建树。为了更好地胜任新

闻编辑这个工作岗位，其必然要不断提升能力，为迎接新

一轮挑战做好准备。在新媒体时代，为提高自身能力，广

电新闻编辑可以参考以下几个路径：

1.培养终身学习意识

“一招鲜吃遍天”的时代已经过去，“技多不压身”

才能让自己处于不败之地。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学

习理论知识和丰富实践经验是广电新闻编辑能力提

升的有效手段。理论是实践的基础，只有深入学习和

理解理论知识，才能在实战中得心应手，并做出有新

意的节目。趣味性不仅是娱乐性节目需要具备的基

本特性，新闻节目也应该适当增加一些趣味性元素，

让受众有观看的欲望。学习并不应该是阶段性任务，

而是要根据自己的需要终身学习、自主学习。尤其是

在这个知识大爆炸的时代背景下，各个行业领域发展

的速度都非常快，这也导致知识更替速度也越来越

快。知识改变命运，这里的“知识”中，新知识起到了

决定性作用。媒体代表着时代的潮流，它们所传播的

新闻内容都应具有时效性、新鲜性，而如果仅仅只会

将新闻信息灌输给受众，受众不仅不会欣然接受新闻

信息，还可能对媒体产生反感。新闻编辑要把学习当

成是应有之义，并利用好各种线上资源，用知识武装

自己的头脑。当然，如果条件允许，还可以深入到群

众中，从广大人民群众的言谈举止、生活习惯、为人处

世之道中汲取知识，在丰富自身阅历的同时增强对普

通民众生活的感悟，这对于他们编辑新闻来说将是一

笔无形的财富，会让他们受益终生。艺术来源于生

活，新闻编辑其实也是一种特殊的行为艺术，因为新

闻编辑并不是将新闻信息简单组合，也不是机械地搬

运，而是要用艺术的形式呈现给受众，让他们深切感

受到艺术的气息和魅力，让受众在获得新闻信息的同

时提高他们的艺术审美能力。要想使广电新闻编辑

拥有这种能力，树立活到老、学到老的意识是不可或

缺的。只有让终身学习的思想扎根在他们脑海深处，

其才会用实际行动表达对获取新知识、新思想、新理

论和新技能的渴望，并最终提升自己的综合能力，以

创造更多优秀作品来满足受众需求。

2.制定行之有效的人才培养制度

培养终身学习意识和观念是从广电新闻编辑自身

的角度出发，这需要他们自己做出努力。不可否认，虽

然广电新闻编辑能力提升的最大受益人是他们自己，

但并不能把能力提升的所有压力和负担都加到新闻编

辑身上，广电新闻媒体也应该为提升新闻编辑能力做

出努力，让培养培训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化。新闻媒

体是一个大家庭，每个成员各司其职，以保障媒体单位

正常运转。学历是敲门砖，但高学历并不意味着他们

能很快适应自己的工作岗位，所以培养培训成为新职

员入职的第一课。不同媒体的人才培养制度往往是不

同的，而一些媒体现有的人才培养制度的制定比较久

远，甚至很多制度内容已经不能适应现代人才培养的

需要。

因此，这就需要媒体能根据自身发展需要，重新制

定切合实际、行之有效的人才培养制度，用制度来指导

并规范人才培养工作。在制定人才培养制度的过程

中，要以尊重人才为基本原则，既要为他们提供实现人

生理想与抱负的平台，同时还要参考他们的合理意见

和建议，以人才推动媒体发展，让媒体成为人才提升自

我、完善自我的优势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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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 芳

45 “互联网+”背景下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路径
李怡蓉

48 慢直播的叙事节奏和内容营销策略 常世林

51 乡村振兴与融媒体背景下农村居民的广告态度研究
李 妍 罗 健

文化传播
54 构建全媒体时代中国叙事体系的文化新表达

——以“古籍破圈”现象为例

王 梓

课题项目
57 媒介素养维度变化与提升 顾志庆

60 中国形象的建构与传播研究
——以三大国际电影节为例

柴 玥 马健力

采编密码
63 让新闻“新”起来 何 丹

66 论电视新闻编辑的“深入浅出” 李明明

69 电视新闻专题采访技巧的研究分析 惠兵科 李博锋

融媒前沿
72 辽宁媒体融合发展现状、趋势与建议 杨 东

75 融媒体中心舆论引导机制探析 王 双

78 媒体融合背景下新闻短视频的传播力量 孔 兵

81 新媒体环境对融媒体中心新闻编辑的促动 杨吉红

84 新闻采编人员的职业素养对媒介融合的影响 刘 星

视域广角
87 历史题材纪录片采编创作方法论与创新表达

——以纪录片《盛京》为例

金 钰
90 省台地方新闻部如何进行组合类报道的选题和策划

赫英立
93 短视频有短板，勿短视才能长发展 王永攀

96 文博类纪录片栏目策划及运营 祁红缨

99 电视新闻采访与编辑中同期声的运用技巧 赵春芳

102 剪辑师如何适应融媒体时代发展的要求 蒲美宁

105 浅谈社会现实题材类纪录片的镜头创作 王 亮

108 新媒体背景下电视新闻传播影响力提升策略 张吉慧

111 新时代电视新闻记者工作的创新 方莹莹

114 新媒体环境下电视时政新闻报道转型分析 桂 佳

广播矩阵
117 广播评书艺术魅力的保护与发展 王冠镕

120 广播剧创作中的声画艺术 赵新梅

123 融媒体时代广播新闻编辑创新发展方向 潘 虹

主播在线
126 融媒体发展中心主持人发展困境与突破策略 冷 梅

践行探索
129 对主流新媒体平台互动传播策略的分析

——以“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为例

吴雨洲
132 全媒融合发声 讲好区县故事

——以《沈阳区县新闻》为例浅谈如何办好区县电视新闻栏目

朱述国

智媒技术
135 5G通信技术对新闻传播的影响 陈 娜

观点集萃
138 电视民生新闻舆论引导力的提升之道 李 婷

141 如何做好新媒体时代的报纸编辑工作
柳安臣 梁秀莉 姚艳红

144 浅析新闻在新媒体时代下的发展 孙晓亮

147 智能技术为新闻播音带来的影响 张佩佩

150 对新媒体时代广电新闻编辑能力提升的思考 徐 翀

名家说图
举起相机你就开始用照片说话了 薛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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