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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卫东

浅议县级媒体新闻采编流程再造

媒体融合

进入融媒体时代，作为兼有
广播、电视、报纸、“两微一端”
等多种类型媒体的县级台，该
如何实施新闻采编流程再造，
使主流媒体具有强大的传播
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
这是摆在大家面前的一项挑战
性课题。

2019 年 6 月刚刚起步的桐
乡市传媒中心，也同样面临着
整合后平台资源富裕、人员激
增、日常宣传中既要突出重点
又要善于“弹钢琴”的窘境，探
索一条适合县级台新闻采编流
程的路径迫在眉睫。

一、县级媒体采编流程再造
的瓶颈

采编流程再造，是对原有采
编架构的重新设计建构。要打
破惯有的方式，建立新的以过
程划分的组织架构，全面整合
广播、电视、网络、报纸等多类
型业务单元，实行“一次采集、
多次生成、多元发布”的全媒体
生产，实现跨媒体内容共享。

这种新的传播格局，对县级
台来说可谓“前无古人”，没有
现成的经验可以“拿来”参照借
鉴，遇到的困难也特别多。

从平台建设看，县级融媒体
中心建设选择由哪家媒体来建
这个平台，成为一个颇有分歧
的问题。省报、省台都建有云
平台且各具特色，令人难以取
舍。从实践来看，不管由哪个
云平台提供支撑，这个平台必
须满足大屏和小屏的专业视频
制作播出需求，适应电视端、移
动端的传播特点。

何况，报纸和广电之间，新
闻生产和操作流程各不相同，

传统媒体的时效性也有差别。
报纸的文字表述和广播电视的
语言表达各具特色，不能照搬
照抄。全能型的专业人才缺
乏，过去办报纸的不懂电视，做
电视的不懂报纸，成为流程再
造中的突出问题。

县级媒体的融合传播转型，
面对着这样那样的突出问题，内
容生产上要求具备图片处理、视
频剪辑、数据可视化等多样化技
术开发和技术应用。县级融媒
体在运行机制、薪酬体系、人员
引进培养等方面缺乏灵活性和
竞争力，对优秀信息技术人才吸
引力不足，致使发展中的技术支
撑明显不足。同时，县级融媒体
建设中兼职、兼岗的多，非专
业、非在编人员多，流动性大，
稳定性差，专业化程度低。

此外，县级媒体普遍存在报
道稿件和电视质量难以保证的
问题，县级媒体的文字报道、新
闻节目领导干部出镜比较多，部
分根本没有传播价值的会议等
日常活动占据报纸版面、电视画
面，让群众十分反感。这些问题
都有待于通过改革加以解决。

二、县级媒体再造采编流程
的抓手

新闻采编流程的改造，涉及
到整个传媒中心架构的改变。
然而万变不离其宗，个性之外
有共性，队伍、平台、产品等要
素一个都不能缺。

（一）建立统一化的全媒体

记者队伍必不可少。整合前端
新闻采访，首先必须建立一支
跨媒体的“全媒体记者群”。要
求全媒体记者根据传播终端的
不同定位和需求，策划采写不

同的稿件，综合完成平面媒体、
广播、电视及网络、手机客户端
等传播终端的发稿，对同一新
闻题材进行差异化层级开发。
并且还要熟练掌握摄像、录音、
照相、写稿等多种技能，并且能
在第一时间完成音频、视频、图
片、文字的发送和回传。

为了适应媒体融合发展需
要，桐乡市传媒中心加强对全媒
体人才的培养，有效解决“本领
恐慌”、人才缺失等问题。建立
完备的培训机制，对采编播人员
实施“1+X”职责考核，锻造一支
一专多长的全媒体人才队伍。

（二）搭建集成化平台形成

强有力的技术支撑。要实现“一
次采访、多种生成、多元发布”，
必须打造一个强大的“中央厨
房”，也就是一个兼具内容聚合、
内容分发、内容管控、统一认证、
统一指挥等多种功能的技术平
台，各种类型的媒体在这个平台
上实现“内容共享、自由分发”。
经过前期充分调研分析，桐乡传
媒融媒体指挥平台采用浙报集
团的“天目云”为主要技术支撑，
实现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等
媒体内容的一次采集、多次生
成、多渠道分发，同时选用浙江
广电集团“蓝云”部分功能模
块，畅通电视节目上送省台渠
道，打造一个符合新媒体舆论
主阵地要求的、自主可控的“新
闻+政务+服务”的移动平台。

（三）生产个性化节目是满

足不同受众需求的必然选择。

融媒体的最大魅力，就是各类
型媒体对同一内容播发的“百
花齐放”。在防御今年第 9号台
风“利奇马”期间，桐乡市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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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组建了 70多人的融合报道
团队，搭建了全市“一张网”的
信息发布主平台。广播、电视、
报纸、网站、手机报等传播渠
道，发挥各自优势和特色，生产
符合传播规律的媒体产品，进
行个性化发布和播出。其中首
次开设的“全天候”网上直播平
台，累计完成滚动直播 52小时，
更新防汛防台信息326条，推出
短视频 20 多条，总阅读量达到
22.46万次。记者共采集完成各
类报道150多篇、新闻图片1500
多张，为微信、报纸等平台共享，

“炒焖煎炸”各取所需，亮出最擅
长的“烹调”手艺，各平台节目
做到了特色鲜明，彰显个性。

（四）形成多元化的分发渠

道实现传播效率最大化。“多元
发布”，是新闻采编流程改造成
果的最终体现形式。矩阵建好
了，如何实现新闻内容的多元
分发是下一步的关键问题。如
长沙广电搭建的技术平台采用
开放式架构，除了接入传统的
广播电视渠道外，还接入了互
联网站、移动客户端、微信、微
博等新媒体渠道。依托技术平
台，同一条新闻稿件可以瞬间
实现广播、电视、互联网络 (微
信、微博、客户端等“两微一
端”)、移动车载 (公交车、出租
车、地铁、磁悬浮等)等多种渠道
的自由分发。

融媒体时代，内容依然为
王。新闻生产流程优化再造仍
应以内容为核心，桐乡传媒中
心建立满足不同需求的全天候
信息发布机制。记者采集的内
容按照传播速度的快慢，分四
个层级发布，新媒体平台为第
一发布层级，广播新闻栏目为
第二发布层级，电视日播新闻
栏目为第三发布层级，台内其
它栏目为第四发布层级，形成
了“音视频、图片、文字”等齐聚

的立体式报道，初步显现了做
优产品，做美声屏，增强媒体宣
传吸引力、感染力、引导力和影
响力的传播效应。

三、实践中要处理好的几个
关系

一是要处理好记者采访与

后期编辑的关系。经过改造后
的新闻采编流程，形成了前端
采访部和后期编辑部的组成格
局，前者由全媒体记者为基本
构成，后者以平台新闻内容资
源为依托，这两个要素部门如
何实现有机融合？因为各类媒
体对新闻内容的要求不尽相
同，有的偏重文字，有的偏重图
片，有的偏重视频，有的要求短
小精悍，有的要求深度和背景，
有的还要求转化为网络语言，
所以后期编辑团队要根据节目
构想的需要，及时协调一线记
者如何确定报道的重点、采集
需要的素材以及报道的形式
等，同时及时调用平台媒资库
里的新闻资源，或者重新组织
相关的人物访谈、观点归纳、背
景重塑等，才能形成个性化的
立体报道格局。

二是要处理好新旧机制衔

接转换的关系。改造后的新闻
采编流程必然会倒逼老的机制
产生这样那样的变革。比如，
在审稿签发机制方面，新媒体
的签发流程肯定会更加快捷、
高效，才能体现出新媒体“快”
的特色。如何让新机制和老机
制很好地结合？美国《今日美
国》报业集团采取了一种“并联
型”的组织架构。这种架构将
探索性业务单元和传统业务单
元隔离开来，只是在高级管理
层面上融为一体，确保新成立
的业务单元能够利用现有的资
源(现金、人才、客户)，同时又保
护他们免受“按老规矩办事”造
成的创新寒蝉效应。在这种

“并联型”组织架构下，考核机
制、用人机制等都在发生着明
显的转变。①

三是要处理好传播效果与

薪酬考核的关系。全媒体记者
的考核与传统媒体的考核有所
不同，应更有针对性。在考核
体系的设计上，原先“一对一”
的单一用稿设计，现在变成了

“一对多”的媒体用稿。同一稿
件在一个平台上与同时在多个
平台上使用应该有所区分，所
以薪酬设计上，要以提高采编
人员分享内容的积极性和创造
性为出发点，给予新媒体从业
人员绩效工资政策倾斜；为此，
我们实施《新媒体信息发布流
程及审核制度》《新媒体工作考
核细则及问责管理办法》等一
系列相关制度，以激发工作潜
能，调动大家的积极性。

当然，采编流程再造对原来
广播电视媒体的内容生产负责
人提出新的要求，把向“中央厨
房”提供不同类型的新闻素材
作为基本任务纳入考核指标。
同时，把整合嫁接打通资源的能
力强不强作为衡量各媒体“一把
手”是否优秀的重要指标，促进
媒体融合工作快速发展。

县级媒体融合的过程是渐
进的，新闻采编流程改造的过
程也是一个不断探索优化的过
程。通过新闻采编流程再造
后，如果我们实现了新闻“即时
性”和“立体式”传播，受众也转
换成了“用户”。这也说明这样
的流程再造不仅符合现代传播
规律，而且是富有成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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