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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说“艺术来源于生活”，其实新闻编辑在提

升自身专业能力时也要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通过

在日常工作中不断进行积累和总结，实现质的飞跃。

一方面，新闻编辑应加强与同事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共

同协商如何提高新闻报道的质量。另一方面，新闻编

辑还要善于利用微信、微博等社交工具与受众无障碍

交流，倾听他们的想法，并从中学习经验。只有当新闻

编辑认识到自身专业能力的不足，并愿意花费时间和

精力去提升专业能力时，他们才能创造出更有社会价

值的新闻产品。

2.加强创新能力培养

在当前的媒体环境下，增加新闻信息的创新性就

等同于增加了新闻信息的阅读量和社会影响力。很多

时候受众可以发现，当他们在智能手机某新闻APP软

件点开一条新闻信息以后，再次刷新界面时系统会自

动推荐多条与之前内容相似的新闻信息，而且这些新

闻信息的“生产厂家”往往是不同的。这就意味着这些

“生产厂家”虽然看起来为受众生产了内容不同、形式

不同的新闻产品，但却是“换汤不换药”。当然，从某种

程度上来讲，他们的这种做法有助于受众更全面地了

解某个人或者某个事件的前因后果，因为这些新闻信

息内容可以相互补充。但媒体的这种做法并不可取，

因为这些信息既不属于深入报道，也不属于创新报道，

以同质化严重的新闻内容“蹭热度”，长此以往必然会

让受众产生视觉疲劳甚至是厌烦情绪。

在这种情况下，为广大受众群体生产出更多具有

创新性的新闻产品就成为新闻媒体重新赢得受众支持

的重要基础。新闻编辑要充分利用自己的智慧，不断

提升自身创新能力，不仅要加强对理论知识的学习，更

要善于分析和思考，从那些看似平淡无奇的新闻稿件

中挖掘潜在的价值信息。这种能力是新闻编辑在未来

发展过程中能生产出更多高质量新闻产品的基础，也

是他们更好服务于受众的基础。只有这样，新闻编辑

才能打破千篇一律的新闻发布模式，生产出更受受众

群体喜爱的新闻报道。

3.提高科学技术应用能力

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社会的推动作用显而易见，而

如何才能更好地将科学技术引入媒体行业，并促进媒

体行业稳定发展是新闻编辑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从受众的角度出发，“碎片化”阅读与“多元化”获取

新闻信息已经成为受众阅读与获取新闻信息的主流方

式，新闻传媒中心应该顺应时代潮流，并通过改革新闻

信息内容与传播方式来满足受众的实际需求。“科技在

发展，人类在进步”，媒体如果仍然采用保守的发展模

式，则很容易被社会和受众所淘汰。高效、广泛、科学而

合理地应用科学技术是媒体与时代接轨的重要表现。

现代传媒技术的发展既为新闻传媒中心带来了发

展挑战，同时也为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发展机遇。新

闻传媒行业要把握好发展机遇，尽可能地弱化发展挑

战带来的不利影响，让科学技术成为促进自身发展的

不竭动力。

首先，新闻传媒编辑要充分了解大数据、人工智能

等技术的优势与不足，这有利于他们统筹兼顾。

其次，媒体单位应根据实际发展需要引入相应的

技术，并通过培养培训来帮助员工学习和应用技术。

最后，要注重科学技术的二次开发，把科技与生产

紧密结合起来，这样才能使科学技术的应用价值最大

化，并使自己生产出的新闻产品具有独特性。这既能

迎合不同受众的阅读需求，还能增加新闻内容多样性

与创新性。

四、结语

新闻传媒编辑影响着新闻传媒行业的发展，帮助他

们解决当下所面临的问题不仅是促进新闻编辑全面发

展的关键选择，更是提高新闻传媒行业凝聚力与公信力

的强有力保证。因此，采取有效措施帮助新闻传媒编辑

解决当前面临的问题，从而推动其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

意义。新闻编辑工作者也必须认清媒体融合发展趋势，

积极探索思维创新和能力提升的有效途径。■
（作者单位：鞍山市新闻传媒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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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界聚焦

地方主流媒体对区域内舆论导向有重要引领作用。在各类

信息纷繁复杂的当下，如何更好地把握主动，成为舆论大潮中的

“定音鼓”，是主流媒体在新时代赶考路上的一道必答题。对于

地方主流媒体而言，紧紧扎根本土，立足地域优势，是解题过程

中的主要得分点。

深耕本土，不仅要做精、做深、做高、做活本土报道内容，还

要推出互动参与活动让新闻落地，吸引受众成为报道的主角，同

时充分利用好本地资源，通过提供信息、生活等方面的媒体服

务，真正渗入到当地群众的“毛细血管”中。

在融媒体改革的浪潮中，地方媒体如何立足于本土资源优

势，为传播地方文化、服务当地群众贡献媒体力量？各地媒体纷

纷作出有益探索，着力提升自身的品牌影响力和核心竞争力，构

建起新型区域性媒体发展的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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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创新能力不足

人们总是对那些具有创新性的产品情有独钟，而

新闻作为媒体产品也需要具备一定的创新性才能吸引

受众，并得到受众认可。新闻记者一般只负责对新闻

素材的采集和初步整理，在为新闻信息增加创新元素

方面能力有限。新闻编辑对新闻报道进行整体把控，

而在融媒体时代，他们的职能和工作任务被迫延伸。

实际上，任何行业都需要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

如果新闻传媒行业不懂得居安思危，仍然采取过去那

种保守的发展模式，则很难在现有的基础上取得重大

突破。媒体单位的发展离不开创新，而人才则是创新

的基础，所以培养并引进创新型人才具有重要意义。

新闻编辑不仅要了解新闻生产的各个环节，更要

懂得如何完善新闻产品，让新闻产品吸引更多受众群

体。当前，人们能接触到的新闻产品数不胜数，而要想

使自己生产出的新闻产品脱颖而出，就必须有其特殊

之处。增加新闻产品创新性就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手

段。增加新闻产品创新性主要依靠新闻编辑来完成，

所以这就要求他们必须有创新意识和能力，并将这种

能力转换为实际生产力。

新闻编辑创新能力不足，意味着他们无法生产出

具有创新性的新闻产品。长此以往，新闻传媒的社会

影响力与公信力也会随之降低，难以吸引新的受众群

体。不仅如此，新闻产品质量不高还会导致“掉粉”，其

掌控社会舆论导向的功能自然会逐渐弱化。

3.应用科学技术的能力不足

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使人们逐渐步入了科技时

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不仅改变了人们日常生

活、学习和工作的方式，更是推动了整个人类文明的进

步。新闻信息是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

载体。生产并运用工具是人类能站在食物链最顶端的

主要原因之一。

当前，功能强大的大数据技术、云计算技术和人工

智能技术等就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有力工具，已经被广

泛应用于智慧校园、智慧城市建设等活动中，发挥出了

巨大作用。这些前沿技术具有非常广泛的功能，在推

进智慧建设的基础上，还与各个领域融合。比如，大数

据技术在数据信息采集、筛选和分类等方面具有得天

独厚的优势，如果能将其引入新闻生产环节，必然可以

明显提高新闻生产与传播效率。

很多新闻传媒行业已经构建了大数据、人工智能

和云计算等平台，而且这些平台也不负众望，极大地提

升了新闻生产与传播效率。但是不同的媒体单位面临

的问题往往是不同的，这使得它们对这些前沿技术的

应用需求也迥然不同。这就意味着，在实际应用中还

需要对这些先进技术二次开发，将这种“工具”进行个

性化、专业化处理，扩大并延伸其作用。要想达到这样

的应用要求，新闻编辑就必须具备足够应用科学技术

的能力。然而，许多新闻传媒中心编辑只是像其他媒

体从业人员一样，只会简单应用这些科学技术，并没有

将其作用和功能延伸，以“工具人”的形式机械地应用

这些科学技术。

三、新闻传媒编辑发展对策

媒体在引导群众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方面

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为了能更好地发挥出这些

作用，媒体必须不断提升新闻信息的社会影响力，让更

多的群众看到新闻信息内容并从中汲取营养。我国精

神文明建设正处于关键阶段，媒体更应该积极引导群

众，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升“硬实力”与“软实力”，为更

好地服务群众做好准备。

新闻信息“内容至上”，受众更愿意阅读高质量新

闻信息，一些滥竽充数甚至以假乱真的新闻信息只会

让受众感到厌烦。因此，新闻传媒行业要从受众的角

度出发，无论是在新闻素材选择上还是传播形式的采

用上，都要以满足受众实际需求为出发点，全面保障受

众的根本利益。在这个过程中，新闻编辑应该承担相

应的责任，为受众呈现更多高质量新闻信息作出努

力。当然，要想达到这样的目的，首先要帮助新闻传媒

编辑解决他们面临的问题。

1.加强自身专业能力的提升

没有过硬的专业能力，新闻编辑很难在新闻传媒

行业有所建树。高校扩招为各行各业培养了非常多的

高学历人才，但与此同时也让这些人才出现严重的“内

卷”。当前媒体行业飞速发展，如果媒体从业人员不懂

得居安思危、警钟长鸣，那么他们很容易被后来者居

上。新闻编辑在新闻传媒中心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如

果他们的专业能力不强，就很难为媒体单位创造更多

的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因此，提高新闻编辑专业能

力至关重要。

专业能力的提升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涉及很

多方面，比如阅读并分析新闻稿件的能力、延伸新闻稿

件广度和深度的能力等。在融媒体时代，一些全新的

新闻编辑技巧、编辑方法和编辑理念层出不穷，新闻传

媒编辑要用辩证的思想看待这些内容，并根据自身发

展需要将其转化为自身专业能力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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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浅析版式设计赋能传统纸媒的突破路径

——以《阜新日报》积极创新视觉策划为例
佘 锐 李晓岑

采编密码
54 从全局观念与质量意识看科技期刊编辑的职业素养

周月丽
57 对新闻采访与写作技巧的创新思考 智幸花
60 记者个性风格培养的必要性与方法 郭 军
63 融媒体背景下如何提升新闻编辑的工作效率 温 霖

融媒前沿
66 融媒体视域下主流媒体的话语表达创新 籍海洋

69 融媒体环境下网络新闻直播内容与传播优化策略
王 龛

72 融字当先：短视频盛行下的县级融媒体发展研究
——从永春县融媒体中心谈起

郑永佳
75 提升短视频内容创作质量的路径分析 施建东

78 发挥优势 积极转型
——浅议融媒体时代新闻记者发展路径

李盛达

视域广角
81 无人机航拍在电视新闻中的应用研究 李 宁

84 探析同期声在电视新闻节目中的运用 刘姝楠

87 广播电视与新媒体融合的制约因素及改进措施分析
解一洋

90 天气预报节目的发展路径探索 郑家庆

93 中老年相亲交友类电视节目的构建研究 刘 丹

96 推进媒介深度融合 电视节目短视频做足大文章
杨舒荷

99 广电记者的新闻发现能力培养方法 卢文一

主播在线
102 全媒体时代主持人的发展现状与能力提升 郑华英

105 融媒体时代传统媒体主持人能力培养 翁 猛

社交媒体
108 微信公众号中的民生新闻写作特征 林笑竹

践行探索
111“四全”理论的创新全媒体直播实践研究

——以锦州市“六五环境日”宣传活动为例
李峙江

114 融媒体发展的实践与路径探索
——以辽宁交通广播电台为例

朱 洁
117 吹响奋进号角 激发拼搏力量

——浅析《盘锦日报》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新闻报道实践
李飞艳

出版观察
120 数字出版时代编辑工作表现及优化分析 庞 博

观点集萃
123 新闻编辑如何应对融媒体时代带来的挑战 王 强

126“慢生活”理念下体验式新闻报道的创新及实践
郭芝桃

129 探究大型广播电视文艺导演创新策划 张 迁

132 浅析电视调解节目的发展现状 李小余

135 论新媒介下红色文化传播策略 付继鹏

138 电视安全播出保障措施分析 王一白

141 新时代高校传播和践行延安精神的思考
李奥博 张艳梅

144 浅析报纸新闻记者能力提升策略 李军翰

147 浅析电视新闻记者发展现状 马 铮

150 新闻传媒编辑发展对策分析 朱明学

名家说图
抓拍的内功 薛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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