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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深度融合

讯、鄞响等各大新媒体平台进行展播，以扩大

重大主题宣传报道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三、创新为要，主题活动植入，增强宣传

鲜活度和体验感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故事“说”得再精彩，

也不如身临其境，真真实实感受一番。融媒体

时代，越来越多的媒体参与到各类活动的策划

和组织中去。如何不断创新，把活动做好，既

要吸引受众，同时又要将宏大的宣传主题巧妙

地“植入”其中，这考验着媒体人的综合素养。

由鄞州区融媒体中心策划并组织开展的鄞州区

“我身边的最美河道”活动，前期征集候选河道

并进行网络展示，邀请公众参与投票；组织民

众、媒体、河长代表组成看河团，到现场看河

评审打分；开展河长擂台赛，21 位竞演河长同

台“比武”，讲述创新做法、经验亮点。由治

水、生态环境领域和媒体等组成的专家评审与

大众评审联合打分，最终评出10条“我身边的

最美河道”。通过一系列的活动和相关配套宣传

手段，将“五水共治”工作不断向纵深推进，

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植入人心。

由浙报宁波分社联手宁波各县市区融媒体中心

共同发起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跑团，

以群众性乐跑活动，跑进宁波各践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取得丰硕成果的“点”

和“线”，看美景、尝美食、品美好生活，感受

百姓绿色发展的获得感，将主题宣传与群众活

动相结合。如2020年7月3日，“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跑团跑进了象山县茅洋乡，和众多

跑友一起用脚步丈量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并

浓缩成10分钟左右的短视频。活动沿途设计安

排了粮仓、网红玻璃栈道、朴舍、花墙村等特

色景点和民宿，最后以介绍当地的特色海鲜

“无边际海鲜”收尾，全方位展现了绿色发展和

全域旅游相结合的生动案例。

（作者单位：宁波市鄞州区广播电视台）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

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

的力量。地方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提升民族文化自信，应以提升地方文化自信为

首要前提。①地方文化是指一个地方特有的历史

遗存、文化形态、习俗、生产生活方式等，对一

个人的成长、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对城市形象

的塑造、城市内涵的丰富有着更为举足轻重的

作用。在媒介融合背景下，人们获取文化产品

的途径更多，需求更多元，地方文化产品的供

给也面临更大挑战。作为地方传媒的主力军，

地方广电的新媒体平台需要承担起更大的责任。

一、媒介融合背景下地方文化传播现状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使人们的文化生活方

式和文化活动方式发生了极大的改变，人们在

网络上也不仅仅局限于获取新闻内容、手机游

戏、长短视 （音） 频、网络小说、公众号等，

多渠道多平台给了网民特别是年轻网民极大的

网络娱乐空间，这也为地方文化的传播带来新

的挑战。

（一）网络亚文化冲击主流文化地位

互联网时代，媒介传播的“去中心”“去门

槛”特征日益明显，其本质是以个体创造和使

用为基础的“端点媒体”，具有成本低、表达自

由、监管难等特点，这为网络多元文化的涌现

提供了现实基础。网络论坛、QQ、微博客、微

信、短视频、网剧、手机游戏、二次元等等，

不断迭代的各类平台和应用丰富着网民的文化

浅析广电新媒体浅析广电新媒体
如何助力地方文化传播如何助力地方文化传播

施熠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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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也催生各类有别于主流文化并有着独特

审美观、价值观的网络亚文化。这种着重于表

达自我的网络亚文化，在年轻人当中具有较强

影响力，是年轻人获取身份认同、实现自身价

值的重要渠道。个体如果不加以规范，那么在

隐蔽的网络空间中良莠不齐的思想观念将会侵

蚀主流价值观。②

（二）城市对地方文化传播的需求巨大

网络亚文化的兴起并不意味着主流文化的

落寞。相反，一座城市对地方文化的需求仍然

巨大。对地方党委政府而言，地方文化是城市

个性特色的集中体现，在凝聚人心、提升城市

向心力、提高投资吸引力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

的作用。对城市中的市民群众而言，孩子们需要

学好地方文化，以此丰富自己的知识库，并提升

学业成绩；上班族需要熟知地方文化，以此提高

文化素养，更好地融入工作环境和所在城市；

老人们则时常怀念过去熟悉的场景和生活方式，

那些经常出现在他们朋友圈和群聊中的帖子就

是最好的明证。无疑，富有地方文化内涵的内

容依旧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需要地方媒体

提供更加丰富的新媒体地方文化产品。

（三）地方文化传播的媒体供给较少

与需求相反的是，地方文化传播的媒体供

给总体相对较少，由于媒体自身生存的需要，

地方媒体的精力很大一部分都扑向了广告经营，

忽视了地方文化作品的发掘、创作与传播。同

时，不少地方在考核指挥棒的影响下，大部分

精力也都花在了实现经济增长指标上，对文化

建设的投入也较为有限。

二、广电新媒体助力地方文化传播的路径

在一个地方，城市广播电视台因其深耕本

地，并拥有专业视 （音） 频生产能力、主持人

团队和强大公信力而有着广泛的传播力和影响

力，在媒体融合时代，理应挑起推动地方文化

传播的重担。

（一）巧用新手段，媒体融合联动传播

随着媒体融合的不断深入推进，新媒体技

术日新月异，地方广电媒体也抓紧打造自己的

新媒体技术团队。动漫、H5、VR/AR 等新媒

体技术可以从全新角度展现地方文化，赋予地

方文化更广阔的传播空间，让受众更加直观地

感受地方文化，实现身临其境的传播体验。例

如，2019 年，在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

嘉兴市广播电视集团全媒体新闻中心推出融媒

体特别策划 《画说嘉兴》，向全社会征集选出

17 件讴歌嘉兴历史性成就的千字文学作品，再

以三维动漫的形式创作融媒体产品，在网络平

台和电视端同步传播，最终形成“一幅贯通古

今的嘉兴历史人文长卷”。再如，嘉兴举办首届

国际马拉松赛事，嘉兴广电推出融媒体直播，

利用 VR+AR 技术，全方位展示马拉松沿途历

史文化。这些融媒体产品无一不是利用最新的

新媒体技术加以呈现，借助文化活动的重大节

点，实现了较好的传播效果。

（二）拓展MCN，打造系列新媒体产品

当 前 ， 各 地 广 电 媒 体 正 积 极 布 局 MCN

（Multi-Channel Network）。从根源上看，广

电MCN主要以视频融媒为主，将广电积累的视

频、主持人、市场、文化等资源重新有效整合，

持续输出原创内容。地方文化作为一座富矿，

可以为MCN的创作提供取之不尽的素材。例如

嘉兴市广播电视集团文化影视频道致力于向

MCN机构转型，在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开

出多个账号，内容均以地方文化为切入。像

《今朝守艺人》，将镜头瞄准各行各业具有独门

绝技的“守艺人”，坚持每周一期。两年多下

来，“守艺人”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再如《嘉

兴故事》，利用广电独有的老镜头资源，用抖音

的方式讲述嘉兴老故事。账号一经开出，就打

开了嘉兴人的集体记忆。仅用一个星期，“嘉兴

故事”抖音号就收获点赞10多万次，粉丝突破

3 万。这些平台的打造，也逐渐为广电新媒体

带来变现，实现自我造血。

（三）立足 IP化，转换地方文化传播语言

IP 化是新媒体产品推广的重要途径，广电

新媒体依托其丰富的内容资源和联结、策划、

包装能力，将地方文化内涵实体化，可以创造

出众多栏目和人物 IP。如嘉兴市广播电视集团

“禾点点”手机客户端创作的融媒体作品《鸳鸯

湖棹歌》，把当地著名的清代学者朱彝尊形象地

塑造成“北漂”，瞬间拉进了与网友的距离，使

得作品更加具有贴近性，让本土名人文化更加

通俗易懂。同样，嘉兴台创作的方言短音频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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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媒体助力传统媒体助力
文旅融合创新路径初探文旅融合创新路径初探

——龙游石窟国际音乐盛典实践分析

李 芳

我看深度融合

目 《一起来说嘉兴话》，打造了嘉兴本地人家

“明明一家门”，由音乐生活广播通过海选培养

本土方言小明星“明明”，加上主持人扮演“明

明”的家人，每天以一个嘉兴话故事展现一个

方言词汇，通过“明明”这一 IP，在本地微信

朋友圈和“禾点点”手机客户端积聚起超高的

人气，很好地传承了方言文化。

三、广电新媒体助力地方文化传播的努力

方向

广电新媒体传播地方文化，尽管已有了不

少探索，涌现了一批典型，但还是要在内容创

新、人才培养、技术升级等多方面努力。

（一）加强内容创新，转变传播模式

当前，地方文化的新媒体传播内容总体较

为老套，依然有着较浓的“说教味”，没能使用

新兴的网络语言和新媒体技术手段，这也将网

络上的主体——年轻人群体推离开去。地方文

化传播必须更加活泼、开放、多元化，才能让

年轻人参与进来。同时，传播模式也以单向传

播为主，全方位互动的创新手段较少，无法更

多地激发网络用户的参与热情。只有利用好新

媒体“人人都是中心点”的特性，创造更加多

元、即时化互动以及共鸣共情传播，才能真正

做到吸引和感染受众。

（二）加强人才培养，扩大传播基础

地方广电新媒体在创作生产相关文化产品

时，往往需要邀请当地的文化名人进行指导、

参与，但这类人才正越来越稀少，加上媒体自

身面临同样问题，这方面的创作也就越来越难。

归根到底还在于投入，可以期待随着地方党委

政府逐步加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的投入，

特别是人才培养的投入，推进相关领域的研究

和传承，区域媒体也会随之加大对地方文化的

挖掘和新媒体产品的创作。同时，广电新媒体

自身的主持人、编辑、记者队伍也需要加强学

习，努力成为这一领域中的跨界专家型人才。

（三）夯实技术支撑，提升传播能力

新媒体时代，技术是根本保障，广电媒体

必须主动学习最新技术，及时更新技术储备库，

助力提升地方文化传播的创新力。如 MR、AI

主播、人脸识别、语音识别等新技术，都可以

运用到地方文化新媒体产品中，让人们在新奇

的体验中获取文化的滋养。

参考文献：

①吕健《地方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人民

论坛》，2018年第12期第138-139页。

②陈琳《关于网络亚文化“疏离倾向”的公

众调查》，《人民论坛》，2020年第8期第66-71页。

（作者单位：嘉兴市广播电视台）

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大力发展全域旅

游，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的重要手段，也是推动旅游高质量发展与实现

文化高效能传播的必然要求。在文旅融合发展基

础上，传统媒体创新推动“文旅+新媒体”的跨

产业融合发展因此有着重大现实意义。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和新要求，浙江广电

集团音乐调频勇担责任，以大融合、大宣传的

格局和视野，全力承办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连

续两年持续打造的超强文旅融合 IP——龙游石

窟国际音乐盛典，创新探索现场执行、融媒传

播等各项工作，全网传播受到各界广泛好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