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版面赏析

2023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

美援朝战争胜利70周年，各媒体纷

纷推出相关报道回望这场伟大胜利

的伟大意义，弘扬伟大抗美援朝精

神。7月27日，辽宁日报推出全媒体

重大主题策划《独家记忆——中国人

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0周

年》，以24个专版、十多万字稿件的

篇幅，从《东北日报》和辽宁地方志中

挖掘一手素材，以“四个最近”总结出

辽宁在这场胜利中的独特地位：“离

战争最近，离火线最近，离胜利现场

最近，离记忆最近”，将辽宁作为抗美

援朝战争后方、全国支援抗美援朝战

争最前线的独特贡献充分体现出来，

取得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独家记忆》特刊设计精美，大气

磅礴，深具典藏价值。同时，它又是

一个全媒体传播的新闻产品。通过

文字、图片、图表等多种手段体现内

容的丰富性和生动性。

《独家记忆》再次体现了辽宁日

报把握重大主题的能力和不断创新、

寻求突破的新闻理念，同时更体现了

新闻采编队伍务实、扎实的工作作

风。在新的媒体传播形态下，只有那

些拥有思想深度和文化高度，追求创

新创意，能够俯下身子做辛苦扎实工

作的媒体和新闻产品，才能在激烈的

竞争中脱颖而出，实现良好的传播效

果，收到更大的社会效益。

辽宁日报《独家记忆》以独特视角
诠释和传播伟大抗美援朝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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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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传统广播电视还要积极进行用户资源的整

合，用户资源是传统广播电视媒体实现战略转型的关

键。传统广播电视媒体需要将用户资源进行跨媒体整

合，深入挖掘用户需求和行为特征，以提高其服务和营

销的精准度和效果。跨媒体搭建平台整合资源是传统

广播电视媒体实现战略转型的重要途径。通过内容资

源、技术资源、人力资源、品牌资源和用户资源的跨媒

体整合，传统广播电视媒体可以不断提高自身的竞争

力和社会影响力。

2.创新传播内容与方式。传统广播电视媒体的战

略转型，还要积极创新传播内容与方式。创新可以从

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首先，传统广播电视可以运用个性化定制的方式

进行创新。传统广播电视媒体需要针对不同受众群体

的需求，提供个性化的内容定制服务。这种定制可以

包括专门针对特定受众群体的新闻、娱乐、教育等内

容，从而提高传播的精准度和用户黏性。

其次，传统广播电视的创新还可以充分利用大数

据的技术和内容。如借助大数据技术，传统广播电视

媒体可以对受众的收视习惯、兴趣偏好等进行深入挖

掘，为内容制作提供更为准确的数据支持。同时，还可

以利用数据可视化等技术，将信息以更加直观、易理解

的方式呈现给受众。

最后，传统广播电视的创新还可以更加重视交互

式传播。新媒体交互性很强，对受众具有很强的吸引

力。传统媒体也可以将与受众的互动引导到节目中，

如弹幕、实时评论等方式。同时还可以开通微信公众

号、官方微博等方式，满足受众的互动需求。传统广播

电视还可以与网红合作，从而提高传播的整体效果和

影响力。

新媒体环境下传统广播电视发展，实现战略转型

的意义重大。广播电视要不断创新传播内容，创新传

播方式，如通过为观众、听众开展个性化定制的方式，

积极利用大数据技术，更加重视与新闻信息受众的互

动交流等，实现传统广播电视的战略转型。

3.拓展上下游产业链提高竞争力。新媒体环境下

传统广播电视发展，实现战略转型，还要积极拓展上下

游产业链，不断提高广播电视的核心竞争力。

首先，传统广播电视实现战略转型，要加强内容方

面的创新，坚持“内容为王”。只有提高了节目的质量，

才能够提高传统广播电视的吸引力。推出更多的创意

性节目，引入一些新颖的题材，新型的节目形式等。广

播电视还可以与一些优秀的创作团队，优秀的制作公

司合作，共同打造高质量的信息和内容。

其次，传统广播电视拓展上下游产业链提高竞争

力，还可以发展多元化的业务。如传统广播电视媒体

可以借助其内容制作和品牌影响力等优势，拓展多元

化业务，网络直播、在线教育、文化旅游等。这些业务

可以与其传统业务相互支持，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从而

提高竞争力。

再次，广播电视还要注重版权保护。相比较于新

媒体，传统广播电视有大量的专业优秀人才，创作能力

也更强。因此传统广播电视媒体需要加强版权保护，

维护其知识产权。通过完善版权保护法律法规、强化

企业自身版权保护意识等措施，可以保障其内容创作

的权益，促进整个产业链的健康发展。

拓展上下游产业链和提高竞争力是传统广播电视

媒体实现战略转型的重要途径。通过加强内容创新、

发展多元化业务、强化产业协同、加强版权保护和注重

数据分析等方面的努力，可以促进传统广播电视媒体

的可持续发展。

五、结语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全面到来，新闻信息的传播呈

现出新的特点和新的变化。在这样的环境下，新媒体

对传统的广播电视传播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传统广播

电视发展要想实现战略转型，要积极的跨媒体搭建平

台，积极整合各个领域的资源，同时要积极创新传播内

容和方式，不断拓展上下游产业链，提高自身的核心竞

争力。■
（作者单位：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参考文献】

[1]刘炯利.媒介融合背景下广播电视台新媒体转型分析

[J].今传媒,2023,31(09):59-61.

[2]汪娴.媒介融合背景下广播电视新闻记者的转型与创

新[J].今传媒,2023,31(09):62-65.

[3]王芳.全媒体环境下广播电视主持人的转型路径[J].中

国广播电视学刊,2023(09):69-71.

[4]毕征莹.新媒体时代传统广播电视的发展探究[J].新闻

研究导刊,2023,14(16):136-139.

[5]谭水池.融媒体时代广播电视台新闻编辑如何转型[J].

文化产业,2023(23):147-149.

[6]李晓楚天.新媒体语境下广播电视的战略转型[J].大众

文艺,2023(15):105-107.

[7]李奕佳.广播电视传媒新媒体转型探究[J].采写编,2023

(07):29-31.

目
录

媒界聚焦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积淀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

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传统文化类节目在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基础上，探寻与青年文化、网络文化等时代文化的最大

公约数，以新旧融合、审美互鉴的新国风特质成为热门的节目类

型。近年来，大量文化类节目改变创作思路，以技术为支撑，以

创新为主导，以平台为依托，深挖文化内涵，优化制作流程，延伸

产业链条，以多元的传播模式激发观众兴趣并让观众对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形成直观感受，赋予传统文化新的时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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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广播电视传播发展也受到一定的制约，在新闻信息

传播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传播内容单一，

是传统广播电视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典型问题。主要表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传统广播电视的新闻信息传播内容形式比较

单一。传统广播电视媒体往往以音频和视频形式传播

内容。新媒体则提供了更为多样化的选择，包括文字、图

片、音频、视频、直播等，满足了受众多样化的需求。

其次，传统广播电视的内容生产方式比较单一。

传统广播电视媒体的内容生产往往依赖于专业的媒体

机构和人员，缺乏大众参与和互动。而新媒体环境下，

用户既是内容的消费者，也是内容的生产者，这种UGC

（用户生成内容）的方式大大丰富了传播内容。

最后，传统广播电视的内容覆盖面有限。传统广

播电视的新闻信息覆盖面相对狭窄，受电视节目要求、

国家政策、时间要求等多种因素限制，新闻信息只能是

针对部分区域，或者特定的人群。但是新媒体通过互

联网可以触及互联网上的所有用户。

2.社会影响力下降。在新媒体环境下，传统广播电

视的社会影响力在不断地下降，新媒体对传统广播电

视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传统广播电视的社会影

响力下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观众的大量流失。随着新媒体的不断普及，

越来越多的观众放弃看电视，不再听广播，而是转向网

络平台，导致传统广播电视媒体的观众数量不断减

少。特别是年轻人，他们更倾向于通过互联网获取信

息和娱乐，对传统广播电视媒体的依赖度不断降低。

第二，广播电视影响力下降还表现在广告收入下

滑。观众流失直接导致了传统广播电视媒体的广告收

入下滑。相比之下，新媒体的广告收入在不断增长。

由于新媒体的传播效果更好，很多广告商纷纷将预算

投向网络平台。

导致广播电视影响力下降的主要原因与传统广播

电视内容创新不足、地域限制等有直接关系。传统广

播电视媒体往往过于依赖传统的节目形式和内容，而

新媒体能够提供更加多样化的信息和服务，满足受众

的个性化需求。传统广播电视媒体的传播范围往往受

到地域限制，而新媒体可以实现全球覆盖。这使得传

统广播电视媒体的影响力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

3.面对新的话语权困境。新媒体环境下传统广播

电视发展的问题还表现在话语权的困境。主要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信息传播速度缓慢。传统广播电视媒体的

信息传播速度相对较慢，无法实时更新和传递最新信

息。相比之下，新媒体能够迅速传播信息，并实现信息

的即时更新。这使得传统广播电视媒体在时效性上存

在较大的劣势。

其次，传统广播电视与受众的互动性较差。传统广

播电视媒体的信息传播是单向的，受众只能被动接受信

息。而新媒体提供了双向的互动渠道，用户可以实时参

与评论、转发、点赞等互动环节。这种互动性提高了用户

的参与度和黏性，同时也增加了新媒体的话语权。

再次，传统广播电视的传播内容还面临着审核的困

难。传统广播电视媒体的内容审核相对严格，需要经过

多道程序和审查。而新媒体的内容审核相对简单，但也

存在把关不严的问题。这使得新媒体上的信息更加丰

富多元，同时也存在一些虚假信息和不良言论。

最后，传统广播电视新的话语权困境还表现在受众

结构变化。随着新媒体的普及，传统广播电视媒体的受

众结构发生了变化。年轻一代更倾向于通过互联网获

取信息和娱乐，对传统广播电视媒体的依赖度不断降

低。这也使得传统广播电视媒体的话语权受到了削弱。

四、传统广播电视发展的战略转型优化对策分析

1.跨媒体搭建平台整合资源。在新媒体环境下，传

统广播电视媒体实现战略转型，跨媒体搭建平台整合

资源是至关重要的一步。传统广播电视整合资源可以

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首先是内容资源的整合。传统广播电视媒体需要

将各类内容资源进行跨媒体整合，包括新闻、娱乐、教育、

文化等各个领域。这种整合可以增加内容的多样性和

丰富性，同时也可以提高其在不同平台上的吸引力。

其次是技术资源的整合。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为传

统广播电视媒体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传统广播电视

媒体需要将各种技术资源进行跨媒体整合，包括网络

技术、数据分析技术、多媒体技术等，以提高其在数字

化时代的竞争力。

再次是人力资源的整合。传统广播电视媒体需要

重视人力资源的跨媒体整合。这种整合包括发掘和培

养具备多媒体技能的人才，以及优化人才结构，提高员

工的综合素质和技能水平。

最后是品牌资源的整合。传统广播电视媒体的品

牌影响力是其核心竞争力之一。在战略转型过程中，

传统广播电视媒体需要将品牌资源进行跨媒体整合，

以提高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进而提高其在市场中

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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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赏析

2023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

美援朝战争胜利70周年，各媒体纷

纷推出相关报道回望这场伟大胜利

的伟大意义，弘扬伟大抗美援朝精

神。7月27日，辽宁日报推出全媒体

重大主题策划《独家记忆——中国人

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0周

年》，以24个专版、十多万字稿件的

篇幅，从《东北日报》和辽宁地方志中

挖掘一手素材，以“四个最近”总结出

辽宁在这场胜利中的独特地位：“离

战争最近，离火线最近，离胜利现场

最近，离记忆最近”，将辽宁作为抗美

援朝战争后方、全国支援抗美援朝战

争最前线的独特贡献充分体现出来，

取得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独家记忆》特刊设计精美，大气

磅礴，深具典藏价值。同时，它又是

一个全媒体传播的新闻产品。通过

文字、图片、图表等多种手段体现内

容的丰富性和生动性。

《独家记忆》再次体现了辽宁日

报把握重大主题的能力和不断创新、

寻求突破的新闻理念，同时更体现了

新闻采编队伍务实、扎实的工作作

风。在新的媒体传播形态下，只有那

些拥有思想深度和文化高度，追求创

新创意，能够俯下身子做辛苦扎实工

作的媒体和新闻产品，才能在激烈的

竞争中脱颖而出，实现良好的传播效

果，收到更大的社会效益。

辽宁日报《独家记忆》以独特视角
诠释和传播伟大抗美援朝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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