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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创新融合之我见

高端论坛

何 盈

大部分时候“具体”是好事，因为越具体

越可感知。但是今年的浙江广播电视获奖作品

点评会，我不想跟过去一样具体地去讲评一件

件获奖作品。钱理群先生说，要“想大问题，

做小事情”，眼下，就一起来想想“大问题”。如

今，“创新”这个词铺天盖地，为了防止这个词

变成一句口号，我们需要让它从各种媒体上回到

地上，回到原点，重新进行填充。我们需要静下

心，诚实地面对。首先，诚实面对我们所处的时

代，我们已经站在时代边缘，这个时候，“具体”

不一定是好事，我们应该思考更深层次的问题。

其次，诚实面对我们自己。我们一起站立着的这

艘船必须要转换方向了，传统媒体还都是大块头

儿，船越大方向越不能错，调转方向得用更大的

力气。如果具体分析获奖作品怕引起误导，会

让大家觉得我们继续沿着老套路做就行，只需

要依葫芦画瓢，反正可以获奖。获奖不能成为

目的，诚实面对这个时代和自己，迎接挑战实

现突围，这才是我们眼下最急迫的。因为老路

已经越来越窄，越来越举步维艰了。我自己的

这种感受特别强烈，一年强过一年。

一、束缚我们往前走的那个“敌人”，是我

们自己

对于自己，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知。束缚

我们往前走的那个“敌人”，从来都不是对手，

而是我们自己。如果把去年电视新闻奖所有入

选作品当成一个整体去分析，最大的共性问题

我觉得就是四个字——创意枯竭。值得我们思

考的是以下两个问题：

11..这些新闻是谁做的这些新闻是谁做的？？

22..到底做给谁看到底做给谁看？？

第一个问题，涉及报道力；第二个问题涉

及影响力和传播力。这些新闻是谁做的？现在

在一线跑新闻的人应该大部分都是 90 后、85

后。但是用他们青春活力的头脑做出的新闻却

如此沉闷乏味坚涩难懂？我想像着他们交完片

子之后的业余生活丰富多姿，但是在工作上却看

不出他们人生的精彩。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割

裂”耐人寻味。作为主流媒体，我们做的新闻首

先要吸引人，才能影响人，最后才能引领人。

接下来我想把我这段时间对于“创新”的

思考甚至困惑全盘端出，然后我们一起去做一

场反思。

我看到课表上我是讲“电视创新”，第二天

上午朱永祥老师讲“新媒体创新”。我在想，如

果有一天我们这些电视媒体人不再做这样的分

类，不再那么去强调“他们”和“我们”，我们

才能真正地解放思想。不那么顾影自怜，不那

么对旧时荣光念念不忘，卸下“偶像包袱”，我

们才可以解决现实中遇到的那些真实问题。

“新媒体”这个词挺有意思的，如果有时间

可以去溯个源，什么时候、什么场合、什么人

第一次提出这个词。

论影响力、受众占用率来说，电视曾经也

是“新媒体”。大概也就是在二十几年前吧，我

读高中那个年代，以及我大学毕业进入央视的

2000 年，那个时候电视就像现在的“新媒体”

一样，傲视群雄。那时候，作为一线的新闻生

产者，我们不用考虑谁在看电视，有多少人在

看，他们想看什么，我们只管天马行空地去创

作就好，只需要在内容端做“创新”就可以了。

因为那时候获取信息的渠道很单一，而电视是

所有渠道中最有优势的。我的很多同龄和比我

年长者都还记得央视开播的早间栏目 《东方时

空》，每天早上守着看电视，一档新闻节目可以

带来话题、引领风尚，这是那个年代内容和形

式创新带来的效果。而当时媒体和受众的互动

是靠观众来电来信，我刚工作那会儿也拆过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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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观众手写回过信。我从业至今20年，现在想

想恍如隔世，我们经常听到说“媒体生态已经发

生深刻变革”，到底有多“深刻”？我想起有人说

过一句最直白的表述，“人还在，时代没了”。

诚实面对时代和我们自己，该怎么办？也

许我们不应该把“电视”单独从媒体中拎出来

谈它怎么创新，我们要把电视的独特性抹去，

只把它当作众多渠道中的一个渠道，和其他渠

道揉在一起去思考该如何创新。

二、构建公共信息传播的维度：内容+渠道

不去刻意放大各个媒体之间的特性区别，

而是思考一个共同的问题，即我们需要建构什

么样的公共信息传播？把这个问题再做一个拆

解，建构什么样的公共信息传播需要从两个维

度去思考：

传播=内容+渠道

（一）内容：什么是经久不衰的？

今年五四青年节当天，哔哩哔哩 （bilibili）

网站推出一个短视频 《后浪》，引爆社交媒体，

而且在朋友圈里被许多人转发。作为传统媒体

人，每一个互联网爆款产品都应该去认真研究，

用这样的作品反问自己究竟发生什么了？为什

么会发生？

有人说今年是 b 站的“破圈”年，这是一

件细思极恐的事。b 站破壁之后是哪里？就是

我们的“领地”啊。媒体要做的一件非常重要

的事就是争取人心，用什么争取人心？看看

《后浪》，这个片子娴熟运用了传统媒体常用的

很多手法甚至调性。

但是跟站里的同事林侃讨论这个片子的时

候，我收获到了另外一个角度。他说如果这个

片子是传统媒体制作推出的，可能就不会变成

爆款了，至少刷屏程度不及眼下。因为受众会

觉得传统媒体一直都在用这样的方式做宣传，

甚至会感觉这个片子带有一些“说教味”。林侃

是90后，我觉得他的观点也有道理。b站一直宣

称自己拥有 1.3 亿年轻用户，它发出的“宣言”

似乎自带标签，即我不是代表我自己，我是代表

站内这个庞大的年轻受众发声。而这正是我们传

统媒体所缺少的，我们缺少自己的用户画像。长

期以来传统媒体并不明确自己的受众长什么样？

在哪里？“他们”的身后人潮汹涌，“我们”的

身后呢？有的都是“隐身”的受众。“他们”有

明确的用户画像，“我们”呢？面目模糊。

从 b 站跨年晚会的惊艳登场，到五四青年

节的《后浪》，作为传统媒体要警惕这个管涌到

溃坝的过程，更要反省和反思，我们该牢牢坚

守什么，又该彻底改变什么。

“跟风”永远都不可能站到头排，不可能引

领，只能追赶，追到自己气喘吁吁。我们真正

应该研究的是不同时代背景下人心的痛点和痒

点，这才是永恒常青的题材。新媒体提供给我

们更多的传播手段和工具，我们要保持敏锐的

嗅觉，去感知社会的温度、人心的温度。前几

天 （7 月 24 日） 中国政府宣布关闭美国驻成都

领事馆，总台新闻新媒体中心在央视新闻客户

端发起 《正直播｜中国关闭美国驻成都总领事

馆》 很快刷了屏。几路机位架设在领事馆周围

高点，连续7个小时慢直播。24号11：56外交

部发布消息，通知美方关闭美国驻成都总领事

馆。消息一出，11：57 央视新闻通过滚动字幕

先播发快讯；12：10央视《新闻30分》栏目首

发电视端最新消息；12：20，央视新闻新媒体

正式开启7个半小时的不间断移动直播。没有记

者现场出镜，这样操作更高级更专业。BBC、

CNN、路透社、美联社、法新社等海外主流媒

体均转播或部分使用了央视新闻的直播信号。这

场直播单场评论超 46 万，点赞 426 万之多，微

博话题#中国关闭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阅读量

18.1亿；同时，在抖音直播观看量接近3000万，

创政务类账号单场直播最高观看纪录。

有了互联网平台上那么多自媒体的直播，

传统电视曾经是“一招鲜”的现场直播不再独

步天下。因为受众对能够看到千里之外的“此

时此刻”，不再好奇，没那么多新鲜感了。但是

新媒体不受时间天花板限制的优势让我们可以在

社会焦点热点事件发生时，多一个好用的工具。

工具是死的，人是活的。形式要为内容服务。

准确的新闻判断是所有媒体人“保持年轻”

的秘诀。传统媒体人要守住阵地，守住阵地靠

什么？还是内容为王，还是新闻规律，还是新

闻前辈留给我们的经验，这些对新闻的判断力

永远都是常青的、不变的。因为人性是永恒的。

马云说“新”是什么？用世界的眼光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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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未来的眼光看现在，用行业外的眼光看自己。

这话放在十年后依然适用。“新”始终是动态

的、活的，甚至辨证的。所以，我们这些人不

要怕，新媒体不是洪水猛兽，我们要有我们的

自信去驾驭它、利用它，而不是被它逼迫，被

它利用。勇敢不是不害怕，而是心中有信念。

（二） 内容的“红海”与“蓝海” 把新闻

当产品做

什么叫“红利”，市场上某种商品因为稀缺而

产生的利润。内容也有“红利”，我们要转变的另

一个思路，就是要有把新闻当产品做的意识。

“后真相 （post-truth） ”是 《牛津词典》

2016 年的年度词汇，“post”是“超越”的意

思，也就是“真相”不再那么重要。根据 《牛

津词典》的解释，后真相意味着，“客观事实的

陈述，往往不及诉诸情感和煽动信仰更容易影

响民意”。情绪对客观事实的“超越”。再想到

哲学家陈嘉映在一篇文章中对眼下这个时代变

迁时说过的，“密集的信息不一定带来相互的理

解”“一方面是信息爆炸，另一方面每个人愈发

感到隔绝与孤单。”

这些都提醒我们该做的选择和方向，即我

们要在越来越细碎的碎片化信息中做好信息的

黏合，在越来越庞大的信息之海中帮助受众

“淘金”。

腾讯做的一档人物访谈节目 《十三邀》 以

“带着偏见出发”为栏目标语，不再将客观中立

的视角作为节目定位的出发点，而是从许知远

个人角度出发，用许个体的精神世界作靶子，等

待着这些“偏见”被打破或被再次印证。让不同

的受访者去碰撞击打这个靶子。日本有一个著名

的设计师说，其实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分成

两类，棍子或者碗，当你是棍子的时候，你看到

什么都会去敲击，要去打破；当你是碗的时候，

无论遇到什么都会去接纳。互联网时代，信息纷

繁复杂，让人眼花缭乱，内容的“红利”就在

于鲜明的观点，意见领袖的独特个性。

网络让一切在线，让所有人在线，让所有

人和物在线上联接，但是加剧了现实中的隔膜。

作为主流媒体，我们要用自己的专业素养去寻

找这个大变革的时代中人们内心的那一个个

“缺口”，去填补它们，去解决现实社会中的一

个个实际问题。从这个角度出发，严肃内容、

权威信息，有质量有观点的新闻，这些既是我

们曾经一直秉持与擅长的，也是如今需要继续

坚守，而不是放弃与犹疑的。深耕内容才是我

们的重点，让新媒体的工具更好地为优质内容

加持，而不是把精力放在如何编织一件件眼花

缭乱的新媒体外衣上。

（三）媒体需要建立自己的“人设”

大数据时代，数据就是海量信息，我们需

要掌握和创造更多算法。媒体不只是信息通道，

媒体需要“人设”。得到app的“人设”就是创

始人罗振宇，它里面所有的课程选择、老师的

选择，你会发现都有同一种“调性”，用罗胖跨

年演讲的话就是“我辈中人”。调性一致，这个

调性其实就是一个媒体的价值观。价值观这个

东西在互联网时代显得更加重要，它决定了算

法不同，抖音和快手的算法是不同的，背后其

实是价值观的不同。

媒体有“人设”的重要性还在于辨识度。

眼下的时代，必须要做有个性的媒体，别人才

记得住，想得起，才会去使用。快手 app2018

年曾经做过一场“1%音乐会”，这是为1700万

视障人士做的一场线上音乐会。快手为这场特

殊而小众的音乐会打的标签是“这 1% 的群体

让我们投入 100% 的关注。每个人都值得被看

见。”在我看来，虽然快手是个商业互联网公

司，但是它做的这个活动不为赢利，而是在塑

造和强化快手自己的“人设”。不获利，但是可

以图“名”。名是什么？就是你给别人的印象。

快手要给用户的印象就是尊重个体，尊重每一

个个体，每个人都值得被看见。这个印象，这

个人设成功设立起来，快手就真正赢了。

主流媒体包括我自己所供职的央视，也应

该在新媒体端花多些心思树立自己的“人设”。

央视新媒体的“人设”是什么？纯属个人意见，

我觉得应该是白岩松。杭州每日互动数据有限

公司为央视系的客户端做过一个用户画像，跟

我的观点不谋而合。他们用大数据跑出来的央

视新闻客户端的用户分析，大部分用户是35岁

以上，男性、有车族、受教育程度较高，也就

是说是社会的精英人群。这样的受众群体需要

什么样的信息，听到什么样的内容，这是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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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去仔细研究和分析的。总而言之，对传统主

流媒体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有大数据思维，让

我们的内容像子弹打出去的时候靶向更精准。

同时我们又能辨证地看待数字赋能这件事，人

工智能时代我们也许会更值钱，但我们首先得

更像人，而不是机器。

央视新闻频道 《新闻 1+1》 抗“疫”特别

节目的成功就成功在它的专业性。与疫情相关

的内容呈爆炸式增长，这对任何用户来说都是

一个挑战，岩松及他的团队对复杂、繁杂的碎

片化信息进行整理、提拎，帮助受众形成完整

的认识和判断。这是传统媒体人要不断精进的

手艺。技术的应用虽然重要，但媒体不能因此

而忘记自己生存的根本。只关注技术而不重视

内容特别是新闻内容这个立足之本，媒体也会

在转型中失去自己。

三、结语

最后，我很想引用清华大学新媒体专家彭

兰教授在最近一篇分析疫情期间媒体行为的论

文中的话作为此篇的结语。她说，“新冠肺炎疫

情这样的非常时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反思今

天的新媒体传播与传媒业的机会。社交媒体虽

然在今天已经普及，但以人为媒的传播并非公

共信息传播的理想模式，它容易导致人们获得

信息的不充分。对此，平台需要做出一定的调

整，提高公共性内容与个体用户间的连通性。

非常时期人们对媒体的专业性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新技术应用与媒体的专业性并不冲突。非

常时期，以媒体为代表的中心化传播重新赢得

瞩目。”我很期盼通过我自己与同仁们的努力，

不光在非常时期，在平时，传统主流媒体也能

重新赢得瞩目。为了这样的时刻，从现在开始，

我们一起手拉手冲出舒适圈。

（作者为央视浙江记者站站长）

紧盯紧盯事件事件事件事件事件事件事件事件事件事件事件事件事件事件事件事件事件事件事件事件事件事件事件事件事件事件事件事件事件事件事件事件 抢抓抢抓时效时效时效时效时效时效时效时效时效时效时效时效时效时效时效时效时效时效时效时效时效时效时效时效时效时效时效时效时效时效时效时效
准确准确表达表达表达表达表达表达表达表达表达表达表达表达表达表达表达表达表达表达表达表达表达表达表达表达表达表达表达表达表达表达表达表达 团队团队协同协同协同协同协同协同协同协同协同协同协同协同协同协同协同协同协同协同协同协同协同协同协同协同协同协同协同协同协同协同协同协同
——广播新闻常态化创优的四把密钥

吴生华 全开祥

随着新闻传播业的深度融合发展，广播电

视新闻创优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就2019年度

浙江新闻奖 （广播电视部分） 和浙江省广播电

视新闻奖广播消息、系列 （连续） 报道、新闻

访谈、广播新闻节目编排四项评选的情况来看，

在融媒传播的驱动之下，广播新闻常态化创优

越来越倾向于事件，在事件的抢抓中提炼主题，

而传统的以重大主题策划报道的创优手法渐趋

失灵。紧盯事件、抢抓时效、准确表达、团队

协同，成为了广播新闻常态化创优的四把密钥。

一、紧盯事件——拼抢重大事件，善抓特

色事件

2019 年度浙江新闻奖 （广播电视部分） 和

浙江省广播电视新闻奖评选，共收到广播新闻

作品 152 件，获奖 73 件，获奖比例 48%，其中

广播消息送评数和获奖数各占了近三分之一，

分别为 51 件和 23 件。概括此次评奖获奖广播

新闻作品的题材主要有三大类：突发事件、可

预期性事件和重大主题报道题材。广播消息和

连续报道作为广播新闻传播最常规的“武器”，

事件性题材尤为突出。与此同时，重大事件报

道的“撞题”现象也更为普遍。比如，良渚古

城遗址申遗成功，浙江之声、杭州电台综合频

率、余杭电台三家送评广播消息，浙江之声和

杭州电台综合频率都送评了相应的广播新闻节

目编排，浙江电台交通之声和杭州电台综合频

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