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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日报社文物史料征集公告
2024年,《辽宁日报》将迎来创刊70周年。

新闻报道是时代的底稿。1954年创刊的《辽宁日报》，其前身是创刊于1945年的《东北日报》。两张报纸，

记录下了近80年辽沈大地翻天覆地的变化，是辽宁作为共和国工业长子赤诚奉献、拼搏进取的真实见证。

在创刊7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为丰富辽宁日报报史馆展陈内容，现决定从即日起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文物

史料。征集范围包括：

1.辽宁日报时期（1954年至今）和东北日报时期（1945年至1954年）的文物史料。

2.辽宁报刊传媒集团所属《辽沈晚报》《半岛晨报》《辽宁法治报》《辽宁老年报》《辽宁朝鲜文报》和《共产党

员》《党建文汇》《党支部书记》《刊授党校》《党史纵横》《兰台世界》《今日辽宁》《侨园》《新少年》《好孩子画报》

《妇女》《理论界》《家庭科学》《记者摇篮》杂志等媒体的文物史料。

一、征集内容

1.文字图片音像类

有一定历史和研究价值的老报人采访本、日记、随笔、著作、画作、重要手稿、重要书信、珍品报纸原件，报

社与社会各界交往的信件，有展陈价值的为报社或个人题词、题画原件或影印件等，铅字小样、清样、照排大

样，各历史时期的内部照片，反映东北日报、辽宁日报以及辽宁报刊传媒集团所有子报、子刊历史的图书、论文

等文献资料，报社举办各类活动的照片，与报社有关的音像资料等。图书、画册、磁带、光盘等均可。

2.证书证章类

报社各历史时期的采访证（尤其是参加重大活动报道的证件）、记者证、工作证、通讯员证、介绍信等，以及

报社内部使用的各种票证、国家级荣誉证书以及徽章、纪念章、奖杯、奖章等。

3.用品器物类

报社各历史时期的采访设备、办公用具、通讯用具、照相器材及铸字模具（含铅字、字模、字架、铅版）、印刷

设备（如印刷机、铸字机等），以及其他反映技术和设备变迁的实物。

二、征集方式

1.自愿捐赠：接受文物史料所有权人自愿无偿捐赠，辽宁日报社为捐赠者颁发收藏证书及纪念品。如用

在报史馆展陈中，将标注捐赠者姓名。对特别珍贵的文物史料，辽宁日报社将给予捐赠者适当的物质奖励。

2.代为保管：文物史料所有人暂无捐赠意愿但想交付辽宁日报社代为保存的，辽宁日报社无偿代为保管，

双方签订代为保管协议。如用在报史馆展陈中，将标注所有权人姓名。

3.复制：对符合展陈条件但收藏者欲自己保存的，原件可借由辽宁日报社进行复制，复制完成后归还原件

并为收藏者颁发收藏证书及纪念品。

4.有偿收藏：确有历史价值、不可复制的实物，其所有人意向有偿捐赠的，可协商收藏事宜。

三、征集时间

自发布之日起长期有效。

四、联系方式

邮寄地址：

辽宁省沈阳市青年大街356号辽宁日报社 邮政编码：110003

联系人：

张庆德 17640114186 024-22699142

蒋 哲 18698807096 024-22698339

电子邮箱：lnrbslsclg@163.com

辽宁报刊传媒集团（辽宁日报社）

2023年8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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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栏目协办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东北大学文法学院

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

辽宁大学文学院

渤海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大连理工大学人文学院
（排名不分先后)

◎网络合作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JFD)全文收录期刊

◎本刊声明
一、来稿请以电子文件形式传邮箱，注明作者的

真实姓名、工作单位、联系方式。投稿时请注意认清

本刊标注的邮箱，相关事宜可致电编辑部咨询、核实。

二、文稿务必符合学术规范，请各位作者严格

按照国家标准《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规则》

（GB/T 7714–2015）进行注释。若发现有抄袭或

参考文献著录不规范现象，一律不予发表。

三、来稿文责自负，如有侵权，作者自行承担责

任。切勿一稿多投，如需撤稿请及时发邮件说明。

四、本刊被CNK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万方

数据库、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等收录，通过信

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的行

为即视为作者同意转让其复制、发行、信息网络传

播等权利。

开展电视新闻采编策划的基础，是创新工作理念。

相关人员在新媒体时代要建立起媒体融合的意识，同时

要将这种意识在所有新闻策划的环节得到体现。

第一，培养用户意识。媒体融合环境下，受众处于

主体地位，他们拥有了选择的权利，对新闻品质有了更

高的追求。在当今时代，受众成为媒体融合的中心，在

开展采编策划工作时，要了解受众的收视习惯，从他们

的需求出发以更加专业的策划水准与高水平的编辑能

力为受众打造他们喜爱的新闻节目，增加新闻节目的

影响力与传播力。

第二，培养创新意识。随着新媒体的不断发展，新

技术层出不穷。在电视新闻策划采编过程中，新闻采

编策划工作者需要掌握先进的技术和理念，开展持续

不断的实践与理念的创新，与时俱进，做有价值的新

闻，提升新闻报道的内涵。

第三，转变服务意识。新闻采编策划工作者要准

确找到自身的定位，从生产者转变为服务者，通过具有

创新的新闻策划与编辑，为广大受众提供多元化和个

性化新闻的信息服务。

2.丰富电视新闻内容形式

第一，新闻内容推陈出新。新媒体的出现，使信息

传播的时空界限被打破，但各平台新闻内容同质化现

象较为严重，要想在竞争激烈的新媒体环境中站稳脚

跟，传统的电视新闻就要加强新闻内容质量的提升，使

之能够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坚持差异化发

展的道路，这样才能得到受众的关注与喜爱。新闻采

编策划工作者要提高选题策划能力，使其符合广大受

众的收视习惯与喜好，对新闻价值要从不同角度进行

分析，制定科学、合理的策划采编方案；积极发挥媒介

融合的优势，设计合理的采编流程，实现一次采集、多

次编辑制成、多渠道传播发布，将电视新闻节目依据新

媒体传播渠道的方式实施重构，充分发挥新媒体作用，

使得电视新闻得到广泛的传播；要提升传播的精准性，

对受众市场进行细分，对新闻报道进行不断的编排与

调整，满足广大受众不同的个性化需求。

第二，多元化发展的报道形式。信息技术的不断进

步让移动终端大量地普及和应用，除了可以在电视收看

新闻节目，还可以通过移动终端的APP观看。鉴于此，

在采编策划新闻过程中，工作人员要大胆使用大数据、

云直播、虚拟技术、增强技术等技术，让电视节目的表现

形式得以拓展，用短视频与长视频相结合、智能大屏与

移动小屏相结合等方式，扩大新闻内容的覆盖面。

3.提升采编策划人员的专业能力与职业素养

专业能力与职业素养是任何行业从业者都应具备

的能力，在电视采编策划工作中也不例外。在采编策

划工作中，要培养出一批全能型的采编人员，促使他们

向全媒体方面转型，以此推动电视新闻节目质量的全

面提升。

第一，提升政治素养。采编策划人员要加强政治

素养的提升，主要包括深入地学习政治理论，提高政治

站位，在实际工作中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与相关义

务，引导正确的舆论方向，引领民众建立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不断提升采编策划的理论和专业能力，提升新

闻敏感度。采编策划人员还需要拓宽知识视野，学习

全媒体知识，提升信息处理与判断的能力，充分利用新

媒体技术及平台开展信息的编辑处理，全力推动新闻

采编策划一体化。

第二，增强业务培训。采取“走出去”与“请进来”

相结合的策略，媒体单位可将出去考察和聘请专家相

结合，做到对业界前沿动态与最新技术有充分的了解

与掌握。

第三，加强校企之间的强强联合。媒体单位应积

极开展与相关学校进行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让相关

学校的学生得到新闻采编发方面的实践磨炼，这样有

利于形成良好的人才储备和梯队建设。

五、结语

综上所述，提升采编策划人员的媒体融合意识、丰

富电视新闻内容形式、提升采编策划人员的专业能力

与职业素养、在新媒体时代实施电视新闻采编策划创

新途径，能让采编策划人员增强互联网思维，紧跟时代

发展步伐，加强采编工作与新媒体技术的融合，推陈出

新，实现电视新闻形式与内容的不断创新，满足受众群

体对新闻资讯的需求，推动电视新闻行业紧跟潮流，实

现持续稳定的发展。■
（作者单位：长治广播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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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媒体时代，媒介的传播方式、内容形式以及受众群体

都发生了深刻变革。新媒体的传播环境为纪录片的发展带来新

机遇，但同时也要求纪录片向新媒体语态转变，叙事结构从封闭

式结构、线性结构向开放式结构、交叉板块式结构等多元化演

进。相关从业者不断探索新的创作方式，为纪录片的发展注入

了新的活力。从实践结果来看，优秀的新媒体纪录片往往具有

篇幅短小、结构简约、信息丰满、主题深刻等特点。

近年来，纪录片创作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纪录片

制作者不仅加强对新媒体技术的应用与引导，更加快脚步进行

观念的更新与变革，将互联网思维深刻融入纪录片的创作过程，

创作出真正符合新媒体环境下播出的纪录片类型，实现纪录片

的创新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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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新闻必须要确保实时、快速地更新报道，并且根据

国家发展动态和形势，及时组织采编策划和报道。这

种快速反应给电视新闻报道和采编策划工作带来了很

大的挑战，特别是一些直播中的突发性事件，对新闻采

编策划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在第一时间将新

闻报道传递给受众，让他们及时了解新闻事件动态，确

保新闻的时效性和权威性？这需要新闻采编策划工作

人员不断提升策划水平，以便更好地应对。

由此可见，在当前媒体环境中，采编策划工作发挥

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其人员的专业能力及职业素养对

于新闻报道的质量直接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传统

媒体的电视新闻采编策划，还需要对新闻形式与内容

进行不断创新，要准确地选好新闻事件的切入点，设计

新颖的立意，以全新的角度呈现新闻内容，让新闻采编

策划不落俗套，从而达到新闻报道形式和内容创新的

目的。

三、新媒体时代电视新闻采编策划的特点

1.电视新闻采编的特点

第一，采编工作量增加。新媒体时代，电视新闻节

目的受众有了更高的要求，为满足受众的需要，电视新

闻采编业务的工作量和难度增加了很多。新媒体传播

便捷、快速，如果不能利用这些优势开展采编报道，其

他媒体人很有可能抢占先机，所以采编工作效率需要

不断提升，满足新媒体时代下受众对新闻时效性的要

求。同时，网络上产生了海量的信息。从海量信息中

筛选出有价值的信息难度不小，需要采编人员具备敏

锐的新闻嗅觉。此外，新闻媒体当前竞争十分激烈，采

编人员如果不能及时、高效地对重点新闻信息进行有

效整合，受众就会被其他媒体推出的相关新闻报道所

吸引。因此，采编人员身上的担子很重。

第二，采编平台化发展。新闻媒体要增强受众黏

性，让受众得到一站式的满足。在传统的采编工作中，

需要新闻工作人员克服困难，在第一时间深入现场。

而在媒体融合背景下，媒体要开展全方面、多媒介的传

播，就是要对传播方式进行整合，而不单单是采集式的

传播。要充分利用不同媒介的传播特性，生产出不同

的新闻信息和报道，提升传播力、影响力，实施媒体平

台化发展。

第三，多样化的采编方式。新媒体的技术进步创

造了多样性的传播渠道，在新闻事件现场，新闻信息的

采集应由那些拥有丰富经验的记者负责，并且通过网

络平台整理及收集资料，以多样化的采编方式提升新

闻信息的时效性与准确性。

2.电视新闻策划的特点

电视新闻策划工作的本质就是相关人员对电视新

闻进行的创新性思考，在遵循电视传播规律与新闻规

律的前提下，通过调动所有信息资源开展深入的分析

与设计，拟定好传播效果及目标，制定相关的报道方

式，设计报道的内容、编排样式及相关技术技巧，在报

道播出时收到良好的播出效果。在电视新闻的策划过

程中，创意是灵魂。好的创意能够让电视新闻节目体

现出创造性，无论是选题、内容、方式、编辑等环节都展

示出与众不同的特质。

第一，时效性。新闻最重要的就是时效性，特别是

在媒体之间不断融合，相互竞争更加激烈的现代传媒

时代，要想让电视新闻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与传播力，时

效性是其必备的条件之一。随着通信网络的降费提

速，5G时代来临，信息传播的速度越来越迅捷，传播渠

道也呈现多元化的趋势，传播的技术门槛降低了很

多。这些为提升新闻的时效性提供了很好的机会。传

统的策划方式已经不能适应现代媒体的需求，新媒体

时代的到来为新闻策划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这

样制作出来的电视节目会得到受众的欢迎与喜爱。

第二，深刻性。在信息传播的速度和数量上面，传

统媒体是无法与新媒体平台相比的，但传统媒体仍然

具有自身的优势，同样能够提升传播力与影响力，在开

展电视策划工作时，不仅要提高新闻的呈现效果，还要

充分挖掘事件背后的深层次内涵与意义，对舆论加强

引导，让受众通过观看新闻受到反思与启迪，充分发挥

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力。

第三，多元化。在传统媒体时期，电视新闻策划受

传播形式所限，很难体现策划人员的全部能力。新媒

体时代的到来让新技术得到更好的应用，电视新闻的

策划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电视新闻的呈现形式也

趋于多元化。电视新闻策划在新媒体时代是面向全媒

体的，充分发挥多平台的传播方式展现策划，使节目内

容多元化呈现。

四、新媒体时代电视新闻采编策划创新途径

电视新闻节目是否为广大受众群体带来良好、优

质的体验，关键在于节目采编人员的整体工作能力与

编辑策划意识。这就要求电视新闻节目的采编人员认

识到工作的重要性，全面提升自身的专业能力与职业

素养。

1.提升采编策划人员的媒体融合意识

媒界聚焦
03 纪录片如何在网络时代焕发新生 王 君

06 微电视纪录片艺术特色分析
——以《鸟浪奇观》为例

武天晴

理论解析
09 工作室制：媒体体制机制创新的探索和实践 张 艺

12 加快城市主流新媒体平台建设的“五步走” 李 维

15 新媒体环境下地市级新闻编辑的应对之法 王莲婷

18 网络媒体“标题党”现象成因及治理对策探讨
张春凯 庞 芳

主题宣传
21 传承红色文化基因 打造大连城市名片

——重大主题报道《纸短情长家国梦》的分析与研究

宁晓云

国际传播
24 社交媒体国际传播创新发展路径研究 刘子瑜

研学思辨
27 媒介融合视域下主持人的自我呈现和形象建构

——以央视主持人的转型与破圈为例

熊 卓

30 传统节日在短视频平台上的图景呈现
——以抖音平台中秋节传播为例

王一凡

33 人工智能主播的技术发展溯源与演化路径探索
毕文佳

36 双语播音主持能力培养策略 吴梓嫣

课题项目
39 视障群体媒介生活的质化研究 关晓琳

42 网络圈群下互联网舆论传播特点及影响因素
乔 睿 齐宗峰

45 新媒体平台中乡村女性的自我呈现与认同研究
王海迪 张珂菲

48 浅析晚间广播节目的功能侧重方向
——以宁波人民广播电台、喜马拉雅FM晚间节目为例

李诗雨 李 静

采编密码
51 人工智能时代新闻记者的能力挑战与价值重塑

朱琳琳

54 记者获取新闻线索的途径探析 陈 莹

57 学术著作编辑工作小论 李 建

60 媒体融合下传统记者的转型之路 孙晓妍

63 论新时代下青年记者的责任与担当 童仕东

66 融媒体背景下报纸新闻编辑的优化转型探析 王伟奇

融媒前沿
69 小舞台 也能唱大戏

——县级媒体的创新实践之路

金 松

72 浅议市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路径与应用 何 健

75 走出“舒适圈” 探索新媒体编辑能力提升路径
黄彬彬

78 全媒体视域下“优化内容”路径探析 秦 辉

81 提升优势 借力发展
——新媒体环境下地方媒体竞争对策

石唯坚

84 “全效媒体”以“效”为先 李峙江

87 融媒体时代下新闻访谈节目的守正与创新 王珊珊

视域广角
90 浅析电视新闻摄像技术与构图艺术应用 弓宇鹏

93 分析电视新闻节目后期剪辑的优化策略 刘姝楠

96 主流媒体新闻节目的发展趋势分析 马千妮

99 浅析少儿电视节目的传播策略
——以《小螺号》为例

李思源

102 老年电视节目的发展研究 刘 丹

105 提升电视新闻采访技巧，壮大主流舆论 王志敏

108 如何使用网络语言做好电视民生新闻报道 王 龛

111 广播电视工程中数字音频技术应用分析 欧阳林子

广播矩阵
114 地方广播媒体的深耕之道

——以沈阳广播电视台沈阳之声的实践为例

黄 宁

117 探析数字时代广播媒体新闻编辑的挑战与机遇
初 勇

120 如何提升传媒播音员语言表现力 王艺洁

主播在线
123 电视少儿节目主持人的角色定位思考 魏云龙

践行探索
126 主流媒体拓展思政育人功能的创新实践

——以沈阳广播电视台《音乐思政课》为例

汤 雷

129 塑造主流媒体舆论新格局
——对朝阳广播电视台《利民热线》栏目新闻实践的思考

孟 东

132 舆论引领聚势赋能 展示振兴发展成就
——以《辽阳日报》为例

李旭阳

观点集萃
135 地方主流媒体公益“直播带货”策略研究 杨葵花

138 新媒体时代文化新闻传播创新发展研究 杨有韦

141 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 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 曹雅丽

144 打造现代传媒体系 构建电视媒体新生态 卢建伟

147 自媒体运营发展趋势研究 赵冬昀

150 电视新闻采编策划特点及创新之道 张 瑞

名家说图
主题鲜明的故乡 薛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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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日报社文物史料征集公告
2024年,《辽宁日报》将迎来创刊70周年。

新闻报道是时代的底稿。1954年创刊的《辽宁日报》，其前身是创刊于1945年的《东北日报》。两张报纸，

记录下了近80年辽沈大地翻天覆地的变化，是辽宁作为共和国工业长子赤诚奉献、拼搏进取的真实见证。

在创刊7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为丰富辽宁日报报史馆展陈内容，现决定从即日起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文物

史料。征集范围包括：

1.辽宁日报时期（1954年至今）和东北日报时期（1945年至1954年）的文物史料。

2.辽宁报刊传媒集团所属《辽沈晚报》《半岛晨报》《辽宁法治报》《辽宁老年报》《辽宁朝鲜文报》和《共产党

员》《党建文汇》《党支部书记》《刊授党校》《党史纵横》《兰台世界》《今日辽宁》《侨园》《新少年》《好孩子画报》

《妇女》《理论界》《家庭科学》《记者摇篮》杂志等媒体的文物史料。

一、征集内容

1.文字图片音像类

有一定历史和研究价值的老报人采访本、日记、随笔、著作、画作、重要手稿、重要书信、珍品报纸原件，报

社与社会各界交往的信件，有展陈价值的为报社或个人题词、题画原件或影印件等，铅字小样、清样、照排大

样，各历史时期的内部照片，反映东北日报、辽宁日报以及辽宁报刊传媒集团所有子报、子刊历史的图书、论文

等文献资料，报社举办各类活动的照片，与报社有关的音像资料等。图书、画册、磁带、光盘等均可。

2.证书证章类

报社各历史时期的采访证（尤其是参加重大活动报道的证件）、记者证、工作证、通讯员证、介绍信等，以及

报社内部使用的各种票证、国家级荣誉证书以及徽章、纪念章、奖杯、奖章等。

3.用品器物类

报社各历史时期的采访设备、办公用具、通讯用具、照相器材及铸字模具（含铅字、字模、字架、铅版）、印刷

设备（如印刷机、铸字机等），以及其他反映技术和设备变迁的实物。

二、征集方式

1.自愿捐赠：接受文物史料所有权人自愿无偿捐赠，辽宁日报社为捐赠者颁发收藏证书及纪念品。如用

在报史馆展陈中，将标注捐赠者姓名。对特别珍贵的文物史料，辽宁日报社将给予捐赠者适当的物质奖励。

2.代为保管：文物史料所有人暂无捐赠意愿但想交付辽宁日报社代为保存的，辽宁日报社无偿代为保管，

双方签订代为保管协议。如用在报史馆展陈中，将标注所有权人姓名。

3.复制：对符合展陈条件但收藏者欲自己保存的，原件可借由辽宁日报社进行复制，复制完成后归还原件

并为收藏者颁发收藏证书及纪念品。

4.有偿收藏：确有历史价值、不可复制的实物，其所有人意向有偿捐赠的，可协商收藏事宜。

三、征集时间

自发布之日起长期有效。

四、联系方式

邮寄地址：

辽宁省沈阳市青年大街356号辽宁日报社 邮政编码：110003

联系人：

张庆德 17640114186 024-22699142

蒋 哲 18698807096 024-22698339

电子邮箱：lnrbslsclg@163.com

辽宁报刊传媒集团（辽宁日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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