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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不断发展、文化的持续繁荣，全国

各地以地方文化传统为标志的节庆活动已经屡

见不鲜。面对这些一年一度的传统节庆活动，

地方媒体如何创新报道方式、丰富报道内容，

在提高节庆活动影响力的同时，增强媒体的传

播力，是许多媒体都在追求的目标，也是众多

传播学者研究的重要课题。

象山广播电视台以第 20 届中国开渔节为契

机，精心策划并成功举办了中国 （象山）“海洋

卫士”公益创新大赛，并于 2017 年 9 月 16 日

晚，联合腾讯网对中国 （象山）“海洋卫士”公

益创新大赛颁奖典礼暨中国开渔节20年晚会进

行现场直播。这次活动的成功举办不但创新了

历时20年的开渔节活动的庆典形式，也使海洋

文化的传播遍及全国乃至全世界，同时象山广

播电视台的传播力得到进一步提升。可以说，

象山广播电视台这次中国 （象山）“海洋卫士”

公益创新大赛的成功举办，为全国各地方电视

台在创新传统节庆活动传播方面提供了一个

范本。

一、创新活动策划主题，契合时代精神

需求

传统节庆活动的起源和发展，必然打上时

代的烙印。传统节庆活动的传播主题，应该跟

随时代的变化不断融入新的元素，契合时代精

神的需求。只有这样，才能在保持活动高度吸

引力和影响力的基础上，为受众设置舆论议程，

引领时代精神，实现有效传播。

象 山 “ 中 国 开 渔 节 ” 从 1998 年 创 立 至

2017 年，已经整整 20 周年。从最初单纯的民

间文化节庆到国家层面的海洋环保标志，“中国

开渔节”业已成为全国具有较大影响力、以

“保护海洋 感恩海洋”为主题，具有浓郁渔家

文化、海洋文化和海洋旅游的综合性节庆活动。

历经 20 年的“中国开渔节”，除了海洋环保理

念深入人心外，象山凭借此项活动，在经贸活

动、地方文化挖掘、民俗人文形象塑造、对外

影响力和城市形象提升等多方面都取得了长足

发展。观念的转变、认识的提升以及伴随而来

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在过去的20年间都在媒体

上得到了较为全面的展示。那么，在“中国开

渔节”20 年庆典活动中，倡导什么样的主题和

意识，才能使“开渔节”活动注入新时代的内

涵，深化“开渔节”的文化主题，引领新时代

海洋文化精神，这是活动的策划者和传播主体

所要面对的重点和难点。

象山广播电视台的全体主创人员深入全面

地分析中国开渔节 20 年的历史经验和时代主

题，思想上达成了共识：海洋环保观念的普及，

尚缺乏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产业支撑；节庆及

与之相关的配套经贸活动，尚不足以影响和构

建象山的地方海洋产业布局；在海洋环保主题

之下，还缺乏引领和影响国内相关行业参与的

特色产业平台。要弥补这些短板，发展全民公

益创新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手段。首先，借助公

益创新，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投身和从事海洋公

益、践行社会责任。其次，用创新逐步带动产

业平台的建立，从而为世界性的海洋环保产业

博览会开办积累资源。另外，还可以使以前的

文化节庆向产业节庆、经济节庆过渡。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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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这次节庆活动的目标确定为：以“感恩海

洋、护卫海洋”为主题，将传统的开渔节打造

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海洋公益领域的创新创业

平台，推动海洋公益领域的大众创新和万众

创业。

传播学者郭庆光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

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

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

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

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事实证明，象

山广播电视台这次活动的前期宣传和后期的成

功实施，掀起了“海洋公益”的热潮，从活动

启动的 2017 年 7 月到三个月后活动结束，受

到了全社会专业、民间常年从事海洋公益环保

人士的极大关注，收到了194件海洋公益和环

保类的创新项目案例。而活动的现场直播收视

率直线攀升，短短8分钟内，收视率已经突破

10 万人次，最后以 53.667 万人次完美收官。

活动虽然结束，后续的影响力却不断发酵，公

益投资意向不断增强。

二、创新活动参与形式，打造亮丽城市

名片

地方传统节庆活动的举办，往往会进入一

个误区，这就是请明星歌舞助阵，形成热热闹

闹的活动场面。其实这是一种“虚假的繁荣”。

活动表面上热闹非凡，但活动结束后一切“烟

消云散”，不能形成持久的影响力，对城市形

象的塑造和传播并无实质的帮助。

要打破这种误区，就要根据节庆活动的主

题和表现形式，挖掘节庆活动的历史渊源和未

来发展趋势，邀请真正符合节庆活动主题的知

名人士，在更大的地域范围和专业领域突出本

地区的文化形象，形成更为持久的文化影响

力，打造亮丽的城市文化名片。

象山广播电视台的“海洋卫士”公益创新

大赛活动完全突破了“强大文艺明星阵容”的

误区，寻找能够真正符合这次活动的知名人

士，寻找和这次活动有关的“草根人士”，来

到象山、聚焦象山、传播象山，让象山这座以

“海洋文化”“渔业文化”著称的小城名扬海内

外，成为“保护海洋”的代表城市。首先，在

嘉宾和评委的选择上，注重主题的契合。在晚

会文艺节目中，出现了一个并不为众人所熟悉

的人物——明星柯受良的儿子柯有伦。有“亚

洲飞人”之称的柯受良祖籍象山，在他的大力

倡议下，象山在 1998 年举办第一届“中国开

渔节”，柯受良也成为“开渔节”的形象代言

人，并担任过六届“中国开渔节”的形象大

使。如今，他儿子柯有伦参与“柯受良 20 年

前回家”为背景的文艺节目，具有特别的意

义，其影响非其他明星所能代替。其次，“海

洋卫士”的遴选，打破地域限制，在全国的

“热爱海洋、保护海洋、创新公益”人士中进

行海选，也使这次活动的参与人群更为广泛和

典型。在收到的194件海洋公益和环保类的创

新项目中，组委会层层遴选，最终确定 50 个

项目进入腾讯公益平台进行配捐。在活动现

场，来自全国各地的“海洋卫士”带着自己的

海洋公益前沿经验，共话海洋生态保护。获奖

项目中有两次获得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基金支持

的大连市环保志愿者协会；有推动深圳地方海

洋保护立法的深圳市绿源环保志愿者协会；有

影像保护南海的潜水“大咖”；有极度濒危物

种“神话之鸟”保护的象山野鸟保护志愿者大

队；有两个举报内容获得中央环保督察组督办

的黄渤海滨海湿地鸟类保护；有生态海堤、线

纹海马高效繁育技术；更有技术远超国际水平

的民间“科研达人”的珊瑚种植、首批国家海

上牧场示范建设的渔山列岛保护。

另外，大赛还邀请了来自中国公益界、海

洋环保界、文化旅游界的 14 位投资人，深度

对话参赛项目，对这些公益项目的可行性、市

场前景深度“把脉”，形成投资意向。晚会从

海洋环保人人有责、人与自然生命平等、海洋

保护离不开国家重视、社会动员；海洋保护需

要创新技术；我国目前海洋保护在世界科技领

域的地位和对世界海洋的贡献这五个层面，对

获奖项目进行了诠释，全景式地展现了中国海

洋环保民间力量的真实现状。

三、借力网络媒体平台，实现资源有效

整合

新的传播环境下，媒体融合早已不是新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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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各级各类传统媒体为了扩大媒体的传

播范围和提升传播影响力，都在进行媒体融

合的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作

为地方传统媒体，要通过媒体融合的形式实

现全媒体传播，扩大在全国范围内的影响力，

难度之大显而易见。本地域以外的互联网和

移动媒体用户，根本不可能下载相关 APP 去

观看与自己距离非常遥远的相关内容。

因此，不管是一般的新闻传播还是大型

活动的开展，地方传统媒体要想突破地域限

制，形成更大范围的传播影响力，借力知名

门户网站的网络平台和移动传播平台，不失

为一种双赢的选择。就公益活动而言，传统

媒体的优势在于内容的生产和对决策层的影

响力；网络媒体有广泛的民间基础，也是民

间公益力量的主阵地，民间公益力量在网络

媒体中有无可替代的效应，但是他们的声音

却很难影响决策。这次的“海洋卫士”公益

创新活动，从筹备到各个环节的实施，再到

最后公益晚会的直播，在自身融媒体传播的

基础上，很好地借助了腾讯网的传播平台，

达到了很好的传播效果。

首先，联合当地“古村之友”公益组织

开发适合互联网公益的 PNPP 模式，以领捐、

引捐、配捐、物捐、智捐等多位一体的互联

网公益 PNPP 模式，既能高效联合社会资源，

又能形成影响面最为广泛的社会动员。因此，

运用互联网公益 PNPP 模式来开展海洋公益

项目大赛能充分调动广大个人和机构的积极

性，形成良好的舆论氛围，产出一批卓有成

效的项目成果。在整个海洋公益活动筹办过

程中，PNPP模式发挥了重要作用。项目的报

名采用了线上平台报名的方式，在复选阶段

又采用了导师评分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入选项目的项目设计、文案撰写与修改、动

员与筹款等内容都采用线上指导，并入驻腾

讯公益筹款平台，实现了互联网传播一条龙。

截至当年 9 月 16 日 12：00，网上配捐人数已

达到 2.1 万人次，累计筹款 137 万元。按照每

50 个网络浏览人中有 1 人捐款的大数据统计，

前期赛事进行中的深度阅读量超过 100 万

人次。

其次，中国 （象山）“海洋卫士”公益创

新大赛颁奖典礼暨中国开渔节 20 周年晚会于

9月16日晚19:30通过象山广播电视台和腾讯

网直播平台同步直播，达到了 53 余万人次的

高收视率，很好地提高了这次活动的影响力。

这次活动的成功举办，很大程度上得益

于多种媒体联动的方式，以电视媒体为主体，

使各种社会资源得到了广泛而有效的整合，

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形成了叠加效应，

对参与其中的社会公益组织、海洋文化机构、

民间公益人士等行业和个人形成了推动和促

进作用。根据中国民间公益界人士的评价，

这次活动实现了“三个一”：海洋类公益组织

第一次以电视新闻颁奖晚会的高礼遇高规格

呈现；海洋类公益组织第一次现场跨界呈现

在国家海洋局、地方政府和企业面前；海洋

类公益组织第一次得到了以“海洋公益”为

文化形象的地方政府的支持。“三个一”的实

现，让历经 20 年的中国开渔节树起了保护海

洋、绿色发展的大旗，标志着中国开渔节从

单纯的民间文化节庆提升到了国家层面的海

洋环保行动。

《全民海洋意识宣传教育和文化建设“十

三五”规划》 指出，以增强公众海洋意识、

弘扬海洋文化、提升海洋强国软实力为核心，

全面打造海洋新闻宣传、海洋意识教育和海

洋文化建设三大业务体系。新的时代背景下，

象山广播电视台通过传统的节庆活动，倡导

海洋公益事业，借助民间公益力量，带动全

民关注和参与海洋文化，必将带动海洋公益

事业的全面繁荣，同时也是通过全媒体联动

的方式，不断提高传统媒体公信力和提升城

市文化形象的有益尝试。

（作者单位：象山县广播电视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