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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专题

李学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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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9 年年底开始出现，

并在 2020年春节期间集中爆发

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英文简

称NCP或COVID-19，中文简称

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

以来，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

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打赢这场抗

击病毒的“人民战争”，新闻媒

体的作用不可替代。因为“新

闻媒体是突发事件报道的传播

主体，也是责任主体，担负着信

息沟通、抚慰民众、监督政府、

动员社会等重要使命”。①习近

平总书记今年 2 月 3 日在中央

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指出：“当

前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一

些群众存在焦虑、恐惧心理，宣

传舆论工作要加大力度，统筹

网上网下、国内国际、大事小

事，更好强信心、暖人心、聚民

心，更好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作为省级电视媒体，浙江卫视

主动承担主流媒体的抗“疫”使

命，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开

出滚动播出直播节目，及时发

布权威信息，准确公开报道疫

情，实时回应社会关切。在做

好线下报道的同时，浙江卫视

进一步强化互联网思维，推进

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深度融合

传播，多渠道拓展，线上线下大

小屏联动，提升传播效果，提高

信息“到达率”，为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凝聚人心、增强信心营

造积极健康的舆论氛围。

一、线上线下大小屏联动，

融合推进催化报道张力

在网络社交媒体高度发达

的传播环境下，信息传播十分

活跃。在防控疫情的各阶段，

尤其是疫情初起时，各种消息

鱼龙混杂，真假难辨。处于焦

虑当中的广大受众每天都会主

动或被动地接受海量信息，“超

载”现象十分突出。在这种形

势下，加强舆论引导，掌握议题

发布权、定义权和解释权是主

流媒体的职责所在，也是特殊

时期广大人民群众对于主流媒

体的热切期待。在疫情防控报

道中，浙江卫视十分注重大屏

小屏联动，通过电视端特别直

播和网络端多平台传播的协同

推进，双轮驱动设置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的媒体议程，充分彰

显主流媒体在特殊时期的权威

性和公信力。

从1月26日起，浙江卫视在

做好《浙江新闻联播》等常规节

目的同时，每天推出五档《众志

成城 防控疫情》特别直播，时

段覆盖早中晚。同时，利用客户

端、公众号，短视频平台等多种渠

道，汇聚采访资源优势，第一时间

报道党中央和省里关于疫情防

控的决策部署、采访相关领域的

权威专家；报道奋战在抗“疫”一

线的医务工作者的感人故事，展

现白衣天使的医者仁心等。

比如，从特别直播节目开播

的第一天起，就开设了线上小

屏首播、线下大屏拓展的专栏

《李兰娟今天说》。第一时间将

我国传染病防控领域的权威专

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兰娟的

声音传播出去。从疫情初起时

期“什么是病毒携带者”“为什

么出院病人少”到中期的“隔离

病房究竟是怎么样的”“对病人

家属说的话”再到“为什么强调

融合传播提升
疫情防控报道宣传效能

——以浙江卫视疫情防控报道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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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防控”“疫情什么时候会明

显下降”，每一个阶段的内容都

经过了精心设置，每天的内容

从策划阶段起，就充分考虑到

跨屏传播的需要。尤其是在采

编制作环节，充分考虑小屏传

播的特点，在时长、节奏、构图、

字幕等环节精心设计。这个专

栏一经推出，立即引发强烈关

注，国内各大媒体和平台纷纷转

载引用，很多人通过移动端留

言，表达对专家和医务人员的敬

意，或者就疫情防控提出疑问。

对于这些反馈，电视端的特别直

播节目里，或制作成片，或由演

播室嘉宾现场解答。通过大小

屏之间的密切联动，充分激活释

放出每一段采访、每一条报道的

内在张力和宣传效能，成为传统

媒体与新媒体结合运用的一次

成功探索。《李兰娟今天说》专

栏推出后，因其权威性、专业

性、时效性，受到了国家广电总

局的肯定与表扬。

二、短视频讲好浙江故事，

用正能量带动大流量，大情怀

引发强共鸣

短视频契合网络媒体高频

推送的需要，短的不过十几秒，

长的也不过几分钟，适合在移动

状态和短时休闲状态下观看。

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发展，短视

频的传播效果越来越受到重视。

在此次疫情防控报道中，浙江卫

视充分运用社交媒体平台矩阵，

以短视频讲好抗“疫”故事，展现

我省优秀共产党员和一线医务

人员的奉献风采以及普通人身

上发生的感人故事，其中不乏佳

品力作。如《绍兴医护夫妻：通过

声音眼神认出彼此》《舟山父子：

一封家书讲述三件事“不能避”》

等短视频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成为疫情报道中令人难以忘怀的

记忆片断。但是，用短视频讲好

故事并不容易，尤其对于传统电

视媒体来说，生产一段视频再轻

松不过，但要在有限的十几秒、

几分钟里，将故事讲得感人、讲

得精彩，非下一番苦功不可。

浙江卫视在创制短视频故

事中，特别注重发挥短视频的

视听艺术优势，从创作理念、叙

事技巧、剪辑技术等全流程进

行重置再造。创作之初精心挑

选素材，打好构建优质短视频

的“地基”；主题提炼深刻含蓄，

立足于润物细无声，杜绝刻意

渲染；故事文本反复权衡，既要

交待清楚要表达的内容，又不

能拖沓冗长，影响视频的整体

阅读效果；剪辑上注重节奏把

控，或舒缓或紧凑，合理运用特

技和音效等辅助手段，致力提

高传播效果。这些流程环节每

一个都不能将就，最终才能成

就一条有意思、有意味、有意义

的优秀短视频故事。比如《绍

兴医护夫妻：通过声音眼神认

出彼此》，短短的 20秒视频，区

区 62 个字，却将医护夫妻携手

并肩、共赴时艰的奉献精神以

及爱人之间心意相通的温情一

刻展露无疑，给人留下无尽的

感动与回味。这条短视频播出

后，被广泛转发，无数网友留言

“被击中泪点”。再比如《浙一医

院：一名新冠肺炎患者治愈出

院》，在院方举行的出院仪式上，

这名戴着口罩“全副武装”的患

者动情地说：“有人说星星很亮，

那是因为你没有看到过护士的

眼睛。”这句话不是诗，却有着诗

句里最震撼人心的美。因为这

句话，人们记住了这名像诗人

一样的患者，也记住了这段充

满诗意的短视频故事。

三、新媒体矩阵联合发力，

强化互动拓宽传播路径

在此次疫情防控报道中，浙

江卫视高效搭建由今日头条、

抖音、快手、微博、微信、中国蓝

新闻客户端等社交媒体账号矩

阵，开设搭建相关话题，置顶推

送重要稿件，引导广大网友参

与互动，转发推送权威信息，普

及科学防疫知识，分享身边感

动温暖，共同抵制网上谣言。

浙江卫视新闻中心联合频

道总编室，第一时间推出#防控

疫情浙江在行动#专区，正能量

引爆网络。截至 3月 4日 18点，

抖音、快手和微博三大专区话

题量均破亿，总计22.8亿。其中

微博#浙江卫视疫情直播##防
控疫情浙江在行动#阅读量达

4.6亿。抖音#防控疫情浙江在

行动#播放量达 15.4 亿，快手#
防控疫情浙江在行动#专区播

放量破2.8亿。

与此同时，浙江卫视还充分

利用微博、微信和抖音三大平

台，策划新媒体互动栏目。疫

情初期，在微博端推出新媒体

有奖互动“有没有一首歌，想给

TA听”，发动网友为武汉加油，

为一线抗“疫”人员鼓劲，传递网

络正能量。其中话题#把歌唱给

你听#全网阅读次数达 15.8万，

话题讨论次数达9万。2月8日，

浙大一院隔离病房诞生的元宵

宝宝“小汤圆”引发持续关注。

浙江卫视除了第一时间跟进小

汤圆的最新进展，还在微博、微

信端发起#小汤圆征集名字#的
互动，引发了网友积极参与，其

中微博端话题#小汤圆征集名

字#的话题阅读量近4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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