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ELEVISION

B
R
O
A
D
C
A
S
T

T
E
L
E
V
IS
IO

N

视听纵横 2021·4

▲…
…

…

………

讲，有庄严凝重的升格画面，从“听”的角度

上来讲，伴随激扬的乐曲，总书记的一段同期

声将短片的情绪推向了高潮，让人为之振奋。

三、主动拥抱变局

当下，时政新媒体的创作也面临着诸多瓶

颈。例如在第一现场，采访人员的数量有很大

的局限性，如果让大屏与小屏共用一套摄像人

员与装备，这无疑会大大降低时政新媒体产品

的时效性。面对这一局限，如何破题？浙江卫

视新闻中心融合时政部记者尝试在摄像机上安

装小型摄像设备 （例如DJI OSMO Action 等设

备），两端同时录制，P2 录制的素材供大屏使

用，小型便携设备录制的素材供小屏新媒体使

用。这大大节约了人员成本与时间成本，有效

提升了制作速度以保证时效性。另一方面，对

于大屏未使用未播出的素材，小屏端也可以进

行再创作，充分挖潜素材中的生动同期声，充

分发挥大小屏两端的各自优势，融合协同传播

更多新闻作品。

对于拥有传统优势的电视媒体而言，在当

前发展阶段，媒体融合虽然不是唯一的选择，

但无疑是大势所趋。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脱颖而出，需要不断创新自身内容、丰富传播

渠道，③尤其是时政新媒体在小屏端的呈现，要

不断完善自身的表达手段与形态，才能拓展时

政新闻在小屏与大屏的融合传播。

参考文献：

①江阳《办活地方电视台时政新闻节目之

我见》，《今传媒》，2018年第7期，P187-188。

②李燕《从大屏到多屏 央视时政报道的融

媒体探索》，《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8年第9

期，P122-125。

③杜武强《新媒体时代传统媒体的变革之

路》，《科教导刊-电子版》（中旬），2018年第

10期，P252。

（作者单位：浙江广播电视集团融媒体新闻

中心融合时政部）

陈 磊

浅析疫情报道背后浅析疫情报道背后
主流媒体的融合转型升级主流媒体的融合转型升级

摘要：当全球疫情防控形势仍不容乐观，

新冠病毒变异威胁持续存在，疫情防控逐渐变

成常态的时候，对于媒体而言，特别是主流媒

体在公共事件中肩负的宣传使命和责任担当，

更要求我们随时做好疫情防控应对预案。笔者

结合 2020 年初疫情出现后所做的融媒宣传报道

和活动，从主流意识呈现、应急突发响应、媒

体责任彰显三方面，浅析疫情报道背后主流媒

体融合转型升级的做法，并结合现今舆论宣传

环境，为今后的疫情报道提供参考。

关键词：新闻策划 融媒报道 应急突发

责任担当

主流媒体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提出。他指出，主流媒

体又叫“精英媒体”或“议程设定媒体”，如

《纽约时报》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这类媒体有

着丰富的资源，设置着新闻框架，其他媒体可以

在这个框架内运作筛选新闻。主流媒体影响着社

会的舆论。主流媒体的读者通常是权威人士，是

政界、商业界和学术界的高层管理者。①

影响主流人群，代表主流意识，传播主流

新闻，形成强大的社会影响力，都是主流媒体

所追求的。因此，作为主流媒体的广播电视机

构也在不断追求这一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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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越来越多的公众已经意识到新冠疫

苗的重要，并且注射了新冠疫苗。但放眼全球，

不同国家的疫苗注射进度不一致，新冠病毒产

生变异，全球的疫情防控压力丝毫没有减轻。

媒体从业者在面对疫情导致公共突发事件可能

发生的情况下，应做好充分的宣传报道准备。

结合2020年疫情出现后的宣传报道经历，笔者

认为主流媒体在应对突发疫情报道时，应具备

三方面的能力。

一、主流意识融媒呈现能力

2020 年疫情发生后，笔者所在的浙江电台

交通之声严守舆论导向的同时积极策划疫情报

道。在疫情出现的大背景下，如何做出自己的

优势和特色，是当时笔者所在团队迫切需要思

考解决的问题。大家达成共识：疫情报道需要

策划，且依靠策划。实际上，新闻报道策划能

够被人当做“传播的灵魂”，本就充分表明了新

闻报道策划的重要性、复杂性和系统性。虽然

在日常实践中，策划方案最终由把关人来定夺，

但关于策划本身，贯穿于从记者、编辑、部门

负责人到总编辑的整个生产链条。②因此，做好

疫情报道，策划是关键。

疫情初期，浙江先后派出多支医疗队前往

湖北一线，根据防疫要求，笔者所在团队无法

前往武汉采访，大家经过反复讨论，多方案商

讨，最终决定联合浙江省30多家医院创意策划

推出融媒体系列报道《战“疫”日记》，通过湖

北前方医护人员的自述，感受白衣战士每天的

所见所闻，感知前线战场的艰辛。有努力学习

武汉话给患者加油打气的宁波护士；有在方舱

医院教大家八段锦的台州护士；还有奋战在

ICU，时刻与死神博弈的重症医学科医生。通

过一系列克服困难的事例，受众收获感动和力

量。事实证明，这一策划方向 是正确的，《战

“疫”日记》 共推出近 40 期，通过交通之声广

播、北高峰 APP、人民日报、央视移动网、微

信、微博、抖音等平台同步分发。视频阅读量

超 200 万，视频被人民日报客户端“全民战

‘疫’日记”活动采用。同时联合抖音官方平台

推出“抗疫公益活动”与战“疫”日记合集，

精选 22 期视频，获得 110 万阅读。《战“疫”

日记》 系列短视频还被浙江多地职能部门采用

发布，并获得2020年浙江新闻奖新媒体新闻专

题二等奖。浙江电台交通之声的社会影响力、

公信力、美誉度也得到进一步提升。

这次策划的宣传报道充分展现出党和政府

抗击疫情所做的积极努力，广大医护工作者舍

生忘死，奋战在抗疫第一线的感人故事和动情

瞬间，彰显了正能量，将主流意识通过传统媒

体和新媒体的融合传播呈现出来，使得主流媒

体的声音有效地传递给更多受众，抢占新媒体

舆论宣传制高点。

二、应急突发快速响应能力

2020 年初疫情发生后，笔者所在的浙江电

台交通之声迅速启动应急预案，浙江省市发布

会第一现场进行发布，抗疫事迹第一时间报道，

图、文、音、视频多形式呈现，作为浙江应急

广播的社会影响力和公信力得到进一步彰显。3

个多月的时间，交通之声新媒体报道累计发布

稿件1.3万件，累计点击量达到4.15亿。

应急突发事件本身具有时效性、紧迫性、

关乎生命的重要性，更加容易受到公众的关注，

及时准确地报道突发事件正是吸引受众关注的

绝佳机会。回顾浙江电台交通之声的发展史，

从 1998 年创台伊始就一直秉承“应急突发内容

重点及时报道”的原则。“7·23”动车事故、余

姚水灾、“利奇马”台风等，正是凭借一次次应

急突发事件的及时、准确、权威的报道，奠定了

用户心中不可替代的主流媒体权威形象，并经过

20 多年发展，成为浙江省乃至全国的头部广播

媒体。如今融媒环境下，传播平台日新月异，但

优质内容更受关注的传播学规律没有改变，主流

媒体在疫情等公共应急突发事件面前，更加需

要快速响应、融合传播、及时准确报道。

三、媒体责任充分彰显能力

如果说疫情报道体现的是媒体从业者的新

闻采编能力，那么疫情延伸拓展服务及活动则

是对一个媒体责任担当的充分体现。

2020 年上半年，随着复工复产的全面开

启，交通之声积极践行主流媒体的社会担当，

携手浙江省人社厅，联合安徽、贵州两省交通

广播和人社部门，2020 年 3 月 7 日共同推出

“春暖复工路”大型融媒直播。直播通过三省交

通广播频率并机播出，同时也通过三省交通广

采编经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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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新媒体矩阵、央视新闻移动网、网易新闻、

今日头条、中国蓝新闻客户端等 9 大平台同步

进行视频直播。150 分钟的直播过程中，不间

断发布紧缺用工需求，畅通务工人员求职通道，

无论是浙江、安徽、贵州三地听众还是网友，

都可以通过同一个关键词“岗位”搜索到相关

信息，并直接填报求职意向。直播过程中，总

共收集到用工意向 231 份，听众、网友互动近

2000条。此次直播是全国交通广播首次在三地

直播间进行跨地域的视频、音频同步直播，是

融媒进程中的又一次突破。浙江电台交通之声

作为直播总策划，技术人员攻坚克难，打破技

术壁垒，克服了疫情期间的种种困难，特别是

解决了视频延时有可能导致广播直播空播的安

全隐患。在安全播出的情况下，通过一系列技

术手段保证了直播的可看性、可听性和互动性。

三省广播直播覆盖6000万听众，移动端收看超

过220万。

浙江、安徽、贵州交通广播这一次合作直

播也是全国交通广播协作的又一经典案例，充

分彰显应急突发事件中交通广播作为主流媒体

的责任和担当，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全国

交通广播不缺位、不失声。

2021 年春运期间，交通之声响应浙江省委

省政府“留浙过年 ”的号召 ，推出“我在浙

挺好”融媒系列活动，通过“留浙过年”系列

人物报道、妈妈的味道、跃跳跃牛等一系列融

媒新闻行动和主题策划活动，积极倡导外地人

员留在浙江过年，减少春节流动。眼下的主题

则是积极倡导公众尽早接种新冠疫苗，进一步

发挥主流媒体在疫情防控工作中的责任担当。

参考文献：

①陈力峰、左实《主流媒体的价值与要素

解析》，《当代传播》2012年。

②王溥《新闻报道策划实务》，武汉大学出

版社，2020年。

（作者单位：浙江电台交通之声）

张丽红

借力借力““国风国风””出圈出圈
讲好传统文化故事讲好传统文化故事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伟大的民族，有着

5000多年源远流长的文明历史，为人类文明进

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2021 年 7 月 1 日，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这样说。

习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

承和弘扬，随着新媒体手段和传播方式的变革，

我们看到，一大批传统媒体致力于优质内容的

生产，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用心挖掘和

传播方式的创新，让传统媒体展现了新的生机，

让文化自信有了一个显性的表达。

一、“国风”出圈彰显文化自信

“翩若惊鸿，矫若游龙。”《洛神赋》中为我

们描述的洛神形象曾在多少人的脑中呈现。如

今，这一形象有了一个具象的表达——在河南

卫视《端午奇妙游》的节目《祈》中，身穿华服

的女子于水中翩翩起舞。曼妙的舞姿、飘飞的衣

饰、华美的灯光，为观众带来了一场视觉盛宴。

凭借独具特色的节目，河南卫视的 《端午奇妙

游》 成为端午期间最火的热搜：微博相关话题

阅读量超35亿，48小时内热搜上榜19次。

这已经不是河南卫视第一次凭借“国风”

出圈了。从 《唐宫夜宴》 开始，河南卫视像是

打通了任督二脉，一下找准了自己的定位：摒

弃许多综艺节目常用的请明星、找流量的套路，

专心致力于精品内容的生产，通过对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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