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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LOG+VLOG+微型人物故事微型人物故事
短视频创新报道模式短视频创新报道模式

播规模和影响力不断提升。随着技术的更新，

5G 陆续投入使用,移动网络不断提速降费,这些

都将继续为新闻短视频生产提供技术保障和使

用便利。根据 eMarketer 的预测，2020 年中国

社交网民总数将增长 4.8%，达到 8.591 亿人。

到 2023 年，几乎所有网民 （96.8%） 都将是社

交网络用户。尽管中国社交网络用户的增长速

度正在放缓，但从 2020 年到 2023 年，每年将

至少新增 3000 万社交网络用户。到 2019 年，

34 岁及以下的网民中有超过一半是社交网络用

户，而 55 岁及以上的网民仅占 12.5%。但是，

这种结构正在逐渐改变。eMarketer 估计，到

2023年，55岁及以上的社交网络用户占比将升

至17.4%，而34 岁及以下的网民将降至44.0%。

未来增长的这一部分社交网络用户，正是看着

电视报纸成长的一代，是传统媒体最忠实的粉

丝。他们在信息的接收选择时，有着对传统媒

体的天然亲近和信赖。这部分人群必将会成为

传统媒体在新媒体阵地上的又一增长点。

不过话说回来，所有的挑战都暗含机遇,未

来仍需不断摸索互联网发展规律,创新表现形式,

健全制度保障,尝试多种盈利模式,在“互联网+

思维”下,新闻短视频行业终将迎来全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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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今年 1 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在全国范围内爆发，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疫情期间，以“钱江视频”为代表的地方媒体

平台，通过发挥短视频优势，采用 VLOG、AI
等新手段，讲述微型故事，创新短视频报道模

式。本文通过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期间，“钱江视

频”的创新实践研究传统媒体如何通过制作各

种各样的短视频吸引受众，最终实现媒体转型。

关键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新冠疫情

地方媒体 短视频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

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

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

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①从 2003 年非典事

件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开始被公众关注。

2019 年 12 月，武汉开始陆续出现不明原因肺

炎病人；2020年1月20日，钟南山院士在央视

《新闻 1+1》 节目中首次提出，“此次肺炎存在

人传人情况”。此后，各地媒体平台纷纷参与到

了新冠肺炎疫情的报道中。本文将钱江视频作

为案例，分析地方媒体如何利用 VOLG 以及 AI

等方式或技术，创新短视频模式。

钱江视频是浙江电视台钱江都市频道主要

输出短视频的微博平台。从 2020 年 1 月 20 日

至 5 月 10 日，钱江视频总共发布“疫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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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的相关报道共计 1611 条。一直以

来，部分地方媒体的短视频平台受到传统电视

报道模式的束缚，仅仅是把电视成片搬到网络，

并不符合网络传播特点。在本次疫情报道中，

“钱江视频”对平台短视频模式进行了创新。截

至 2020 年 5 月 10 日，钱江视频”平台粉丝数，

从二月初的不到 100 万，增加到了 205 万，微

博日均阅读量破百万，可以说是传统媒体中借

助短视频创新，成功转型的例子。

钱江视频有关新冠肺炎包报道篇幅情况

一、微型故事“小而美”视角，纪录平凡

人的感动

受到采访资源的限制，地方媒体很难采访

到行业领军人物、权威专家等。专注平凡人物

故事的“小而美”的短视频，成为了地方媒体

疫情报道中的亮点。通过不受时长限制的短视

频模式，更能集中突显人物故事。

从今年 2 月起，钱江视频推出“你的样子”

短视频系列，每天推出三到五位人物，涉及快

递员、医生、护士、菜农等各行各业，记录普

通人在疫情期间的感人故事。在形式上，通过

主人公照片+简短文字说明。右下角添加二维

码链接，可进入观看主人公的短视频故事，视

觉上具有较强震撼力。“你的样子”其中一期是

浙大四院感染科95后护士陈颖的故事。作为金

华首批奔赴负压病房一线的医护人员，陈颖常

在隔离病房一呆就是十几个小时，因此摘下口

罩后，脸上压出了一道痕迹。这张照片在网络

端迅速走红，网友称赞：“你摘下口罩的样子，

是最美的样子”。2月14日情人节，陈颖和男友

不能和往常一样一起过节，隔着玻璃亲吻诉衷

情的瞬间，再一次在网络热传，成为了疫情期

间的一段爱情佳话。此外，“你的样子”系列还

记录了33天坚守一线的边检民警孙冰；自种蔬

菜送给82岁独居邻居老人的陈明华；为隔离户

收垃圾的收废品人孙福等平凡人物的正能量故

事。截至 2 月 25 日，《你的样子》 连续刊载 24

天，累计推出92张海报图片，被人民日报等媒

体和易中天等大 V 转发；运用三维建模冲重构

技术特别制作的竖屏 MV 《你的样子就是中国

的样子》被新华社客户端选用。

二、VLOG模式，拓宽报道视角，多领域

展示疫情下动态

VLOG 手法的广泛运用：VLOG，全称是

VIDEO BLOG，是指作者以影像方式，上传与

网友分享②，因为VLOG对于拍摄人员、场地限

制较少，能够极大地拓宽报道视角。疫情期间，

针对医院隔离区无法进入的情况，钱江视频推

出了“湖北来信”的版块，通过援鄂医生手机

视频记录+自拍讲述的模式，记录下武汉当地

的治疗情况、医生护士的状态。虽然医生在拍

摄手法上，可能没有受过专业训练，但是让观

众看到了真实的武汉医院的情况，引发了广泛

关注。“湖北来信”版块的阅读量达到了 615.3

万。此外，钱江视频陆续推出了出院患者的

“出院者说”，留学生的“留学日记”，援鄂医疗

人员返浙的“归来”等版块。通过各方的视角，

展现疫情下不同人群的生活动态。

此外，VLOG 模式也增强了受众的代入感。

受到疫情影响，此前杭州公共交通一度受到管控。

2月17日，杭州公共交通正常通行第一天，钱江

视频在报道中，挑选了三路日常乘坐地铁、公交、

出租车上班的记者，让他们在上班途中，用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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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疫情下乘坐公共交通的过程，并通过手机剪

辑+传回后方编辑的方式，第一时间发出报道。

真情实感的体验报道，让“上班族”更能感同身

受，这则组合报道的当日阅读量超过了20万。

三、提供生活服务信息，稳定民众情绪

2003 年非典期间，曾经传出“盐可以治疗

非典”的传闻，导致出现了民众连夜排队抢盐，

抢购板蓝根的闹剧，一度引发社会恐慌。③疫

情期间，媒体除了需要发布权威官方讯息，也

需要关注民众生活需求，提供服务讯息，乃至

澄清谣言，以稳定民众情绪。

2 月初，受到疫情影响，居民出入次数受

限，居民担心蔬菜粮食供不应求，甚至出现

“囤货抢购”的情况。钱江视频实地走访了杭州

各家超市，探查了蔬菜肉类供应以及价格情况，

发布了 《杭州超市蔬菜新鲜不断货，价格没有

变化，配送员相对紧张》 等消息，为民众采购

提供参考。2 月下旬，针对餐饮业恢复开放的

情况，钱江视频先后发布了 《杭州公布首批可

配餐营业饭店名单》《恢复堂食后的海底捞：一

桌最多坐三人 火锅店恢复热闹还需要一段时

间》等报道。

3 月份以后，随着疫情得到逐步控制，民

众开始关注复工复产，钱江视频发布了 《学生

开学前需要领到健康码》《浙江婚姻机构网上预

约系统重新开放》《杭州健康码实现新功能 可

预约挂号》 等服务类报道；3 月 28 日，杭州市

政府发放 16.8 亿元消费券的第一天，记者实地

探访了小吃店、便利店、联锁超市等，探访民

众消费券使用情况，并采访了市民和销售员，

为大家提供“怎么使用最划算”等服务类报道。

四、PUGC模式，二次加工监控素材

PUGC， 全 称 为 Professional User Gen-

erated Content，是以 UGC 模式，产出相对接

近 PGC 的专业音频内容。④疫情期间，警方监

控视频、执法记录仪、市民爆料等是地方短视

频的重要来源。监控视频现场感强，但偏于冗

长，需要后方加工剪辑，提取亮点。5 月 3 日，

钱江视频平台发布了一则 《杭州一小区惊现假

面骑士》 的短视频报道，源自于杭州三墩派出

所的出警记录视频：一位参加完 COSPLAY

（服装扮演） 的小伙子想进小区，因为戴着头盔

无法核实身份，被民警要求拆下头盔。报道突

出了“假面骑士”这一人气动漫形象，再配上

音乐特效，用轻松诙谐的方式，传递了疫情防

控知识。播出后，网友戏称“假面骑士进社区

也要扫码”。单条报道阅读量达到921万，转发

量近万次。此外，平台还发布了“交警监控远

程喊话市民戴口罩”等素材报道。

五、AI助力短视频 丰富报道模式

针对复工复产后，民众关心的各类问题，

钱江视频推出了“AI 问钱小宝”环节。“钱小

宝”是一款模拟三岁孩童的智能机器人，通过

语音操控方式，“钱小宝”可以独立回答“杭州

清明现场祭扫如何预约”“浙江中小学开学时

间”“杭州公交卡如何退款”等问题。同时通过

后台操控，机器人面部可以添加“口罩”“爱

心”等表情包，增强视觉效果。目前，“AI 问

钱小宝”版块已经有38.8万的阅读量。

六、结语

面对短视频时代，传统媒体平台不能再仅

靠“搬运”电视作品到网络端，而是应该依据

网络传播特点，以及发挥传统媒体渠道等优势，

进行创新模式。随着疫情形势逐渐趋于稳定，

如何在后疫情时代，保持平台的影响力和公信

力，增强用户黏性，是传统媒体需要思考的。

在后续的短视频运营中，也值得借鉴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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