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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5G 时代的到来和媒介性质、传播途

径的不断发展，新闻的传播不再局限于报纸、

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介。以电视为代表的大屏，

正在和以手机为代表的小屏融合发展。时政新

闻在小屏端也正呈现出与传统电视截然不同的

全新表现形态。

关键词：融媒体 时政时政 大小屏联动

移动互联网从 3G 到 4G，再到现今的 5G 时

代，传统媒体尤其是大屏电视端的优势正被日

益弱化，时政新闻的传播方式也不再拘泥于电

视、报纸和广播等，受众开始使用微信公众号、

抖音、微博、App 等新媒体平台收听观看时政

新闻。正如我们所见，电视大屏端对于新闻的

篇幅、表现形式等都有一定的限制，而以手机

为代表的小屏端又恰恰能够弥补大屏的“先天

不足”。在融媒体发展的新时代，在时政新闻领

域，小屏与大屏如何交融互补发展正成为当前

电视新闻发展所面临的一大课题。

一、传统大屏媒体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的新媒体给传统媒体

带来了巨大挑战。传统电视与新媒体视频之间

最大的区别在于，受众是被动接受信息还是主

动接受信息。时政新闻是国家政治生活中新近

或正在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时政新闻报道权威

性大、政策性强、时效性突出①，这对时政新闻

报道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正因如此，在时政新

闻中画面选取是否得当、语言表述是否准确成

为了编辑人员必备的职业素养，而这也成为了

困扰众多传统媒体编辑人员的一大难题。时政

新闻的特殊要求与新媒体受众全新的视听需求，

已经成为传统媒体人需要破解的重要课题。

从大屏与小屏的发展势头来看，移动新媒

体不仅没有威胁到传统电视，反而对传统媒介

弥补缺陷、迭代升级起到了较好的助推作用。

电视相比于文字具有形象、直观的优势，但缺

点是不具备便携性，需在特定环境特定时段收

看。而小屏终端则突破了电视的时空限制，受

众可以随时随地通过移动互联网收看已被碎片

化拆分的新闻内容，受众的碎片化时间得到了

最大化的利用。小屏终端的兴起弥补了电视大

屏传播过程中的若干缺陷，两者的互补性很强。

如何做好大小屏协同发展成了当前传统时政新

闻采制人员所要面临的重大课题。由于时政新

闻的特殊性，如何让小屏端的时政新闻既能准

确传播，又具一定可看性，同样已成为一个急

需深入探索研究的课题。

二、新发展格局下时政新闻如何推陈出新

（一）借鉴新媒体传播形式守正出新

近年来，Vlog 已经成了年轻人流行的视频

表达方式。在传统媒体的新闻制作中，也有越

来越多 Vlog 形式的新媒体产品呈现在小屏端。

比如，浙江卫视新闻中心融合时政部在2020年

7 月发布的新媒体产品 《主播秦原的 Vlog：今

天我去追个星》。2020 年 7 月 17 日，浙江省科

学技术奖励大会在杭州举行。这个时间节点很

特殊，这是在新冠疫情发生以来，浙江在全面

复工复产阶段召开的一次科技奖励大会，这次

大会的大奖获得者不乏像李兰娟院士这样的卫

生领域专家。时政部的记者编辑们对如何在新

媒体端展现这次大会展开了很多思考。如何让

受众看到平时在大屏报道中看不到的新鲜内容，

成了大家构思的线索与方向。镜头画面、解说

词和同期声是构成电视新闻的主要因素。② 《浙

江新闻联播》 时政新闻版块的配音文稿一般采

用报社通稿，纸媒的稿件留给电视大屏发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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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非常有限。而像“科学技术奖励大会”这

类含金量较高的会议，实则有很多可以挖掘的

新闻线索与生动现场。这些新闻线索在通稿加

持下，往往很难全方位展现在电视观众面前。

所以在记者构思下，“新闻主播 Vlog”的表现

形式应运而生，既有主播的自拍画面，也有穿

插其中的“主播主观视角”画面。短视频展现

了“获奖代表休息室”“偶遇李兰娟院士”“翻

阅获奖手册”“体验领奖现场”等场景，为小屏

受众全方位展现了大会鲜为人知的一些小细节，

丰富了报道的层次。这些富有表现力的场景与

体验是大屏端所无法企及的。同为两三分钟的

视频，倘若只是将在 《浙江新闻联播》 播出的

内容搬到小屏，与形式新颖的 Vlog 形式相比，

肯定是没法吸引受众眼球的。

（二）差异化表现：大屏严肃，小屏活泼

新媒体小屏端的传播速度和传播效果是传

统媒体无法企及的。例如央视时政新媒体在

2020 年 1 月发布了一则关于习近平总书记在云

南腾冲和顺古镇考察调研时与游客相遇的场景。

在古镇小巷，游客中的一个女孩问：“彭麻麻

呢？”习近平笑着回答说：“没来。快过年了，

都在家里忙着呢！”阵阵笑声回荡在古镇上。这

有趣、有爱、有温度的一幕贴合传统节日气氛，

一问一答中尽现大国领袖的亲民形象，引发网

友强烈共鸣，温暖了现场围观群众，温暖了当

时快要过年的华夏儿女。现场空间狭小又事发

突然，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中，记者敏锐反应捕

捉全程，既抓拍到问问题的游客，又捕捉到总

书记的妙语和表情，声音清晰干净，编辑在制

作时以最真实的视角还原现场，不加特效也没

有做过度的剪辑，言语间展现大国领袖亲切质

朴的一面，打动人心。这则短视频于事发当日

在央视新闻客户端首发，迅速“燃爆”互联网，

刷屏朋友圈。23秒的短视频发布当天点击量23

亿，全网阅读量累计37 亿。通过分析学习这样

“现象级”的新媒体产品，这类新媒体短视频确

属“现象级”的存在，在对现场的关注，对关

键同期声的抓取，对关键画面的拍摄，对具备

“网感”素材的把握判断等方面，给传统新闻媒

体工作者提出了新要求，即对这些细节因素的

把控，都直接关系着我们能否做出一个可以被

受众认可的新媒体产品。

再以另一则浙江卫视新闻中心融合时政部

发布的新媒体短视频为例。2020年初，在抗击

疫情的紧要关头，浙江省领导赴地方督导疫情

防控工作，在当地定点隔离治疗医院，省领导

与即将治愈出院患者线上对话：“那你家里面现

在有感染的吗？”“家里没感染，当时都被政府

叫到宾馆里隔离了。”几句简洁的线上对话极富

感染力，视频一经发布，活泼幽默的话风在当

时紧张的防控形势下给大家带来了不少正能量。

由于电视大屏端时长的限制，时政新闻往往不能

将所有生动活泼的现场一一展现给观众，这时新

媒体小屏端就成了弥补这一短板的重要载体。以

这则短视频为例，它不仅展现了患者的风趣幽

默，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党和国家战胜疫情的决

心和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关心关怀，体现了广大

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决策部署的拥护和支持。

（三）提前布局，推出精品

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于2020年

9月8日上午10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央视新闻在客户端各平台发布“时政微记录|致

敬！以国家之名！”。这部短片完整版时长 5 分

01秒，短版1分35秒。短版片子在抖音平台发

布获点赞量达六百多万，评论超十八万。评论

区留言充斥着“感动”“致敬”“泪目”等字眼，

将全社会向抗疫英雄们致敬的舆论氛围推向高

潮，获得很好的传播效果。这部小短片制作精

良，拍摄手法跳脱传统时政报道。画面色彩影

调精美、运镜流畅。同时，慷慨激昂的配曲也

为这部短片注入了无尽的动人色彩，给人以力

量感。

一些时政报道往往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例

如大型活动、大型会议是有一定可预知性的，

作为时政新媒体同样也可以提前谋划准备配发

的新媒体产品。2020 年 9 月 8 日，央视发布的

“致敬！以国家之名！”短片，不难看出是央视

时政新媒体组提前谋篇布局的。片中场景丰富，

既有天安门广场上的升国旗场景，也有几位受

表彰者出发前往人民大会堂的场景，更有高规

格国宾护卫队在北京街头护送几位抗疫英雄前

往人民大会堂时的庄重场景。这部短片在视听

两个方面都极富感染力，从“视”的角度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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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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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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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