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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融合新探

摘要：在媒体融合发展中，
地市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是极为
重要的一环。本文结合丽水市
广播电视总台近年来的融合实
践，从制度建设、人员培养、内容
打造等层面，着重剖析丽水市广
播电视总台融媒体中心建设的
成果与启示，探寻媒体融合的地
市级路径。

关键词：地市级 融媒体中
心 启示

2018年7月26日，丽水市广
播电视总台融媒体中心正式启
用，这是全省首家基于“中国蓝
云”技术平台与浙江广电集团实
现平台、资源、技术共建共享的市
级台融媒体中心。一年多来，该
融媒中心在做好传统大屏的基
础上，不断开拓小屏空间，着力在
用好用活融媒体中心平台上下功
夫，逐步推进理念、机制、人才、
内容等方面的深度相“融”。

一、刀刃向内，突破瓶颈
现有的广电体制基本是在

传统媒体时代形成，采编队伍也
是在传统媒体报道中成长起来，
因此，不管是人才还是机制，这
些在传统媒体时代屡试不爽的
生产要素、配套制度已经不太适
应媒体融合的现实发展需求。
在媒体融合进程中，刀刃向内，
自我革命，才能打通堵点，突破
瓶颈。

（一）解思想疙瘩，强采编能
力

在融媒体时代，新闻报道形
态、作品播出平台都发生了巨大
变化，这对负责内容生产的记者
和编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
而，在融合之初，虽然我们大部
分记者编辑都是原有传统媒体

的熟练工，对传统电视端的新闻
生产方式轻车熟路，但对转型为
全媒体记者、编辑有一定的抵
触，对于如何做好一名全媒体记
者、编辑更是充满困惑。

面对这一情况，丽水市广电
总台从学习入手，逐步解开采编
团队的思想疙瘩，不断增强采编
团队的业务能力。一方面，让采
编人员走出去，积极参加省记
协、省广电学会开办的融媒体专
题培训班，分批轮训一线采编人
员；另一方面，开办“广电讲堂”
让名师走进来，通过理论讲解和
案例分析，进一步提高采编团队
对新媒体的新闻敏感度和多端
采编分发的复合技能。

（二）破旧立新，打开新空间
媒体融合必然要求资源整

合。眼下，各级广电媒体大多实
行频道制，内部不同程度、不可
避免地存在人员分割、平台分
割、利益分割和考核分割不均匀
等问题，而且在新闻生产机制和
考核评估机制上，总体上还是以
大屏为主，没有完全按照融合传
播的要求去设置相应机制，这些
都成为阻碍媒体融合的藩篱。

在推进融合传播过程中，丽
水市广电总台在原有频道定位
的基础上，强化移动优先，拓展
服务空间,初步探索出符合丽水
广电发展的“新闻+”媒体融合模
式：深耕全市政务资源，重点打
造以《丽水新闻》栏目、“丽水新
闻”微信公众号为主的“新闻+政
务”时政融媒平台；组建电视二
三频道融合体，以提升电视民生
新闻栏目和专业公众号影响力
为基础，拓展房产、少儿、汽车、
商业等为特色的“新闻+民生”内
容营销融媒平台；组建新媒体中

心，以“无限丽水”APP为龙头，
重点打造微直播、短视频等移动
端首发的“新闻+社区”融媒平
台；组建广播中心，推进人力、节
目、活动资源的整合，主打社会
活动品牌，打造看得见的“新闻+
活动”融媒广播平台。

同时，依托融媒体中心“中
央厨房”技术平台，建立完善全
媒体生产要素有效整合的“新媒
体平台首发”机制，出台《“无限
丽水”APP 首发稿件考核办法
（试行）》《精品新媒体作品奖励
办法》等制度，以“考核+奖励”的
形式双管齐下，约束和鼓励各个
平台为“无限丽水”APP供稿、首
发。同时，常态化执行每日宣传
口融媒体晨会制度，对当日新闻
创意、线索、人力和资源进行通
盘统筹、集中调度、分类分发，力
求更加有效地抵达用户，进一步
增强传播效果。

二、创新求变，内容为王
习近平总书记在“2·19”讲

话中强调，内容永远是根本，融
合发展必须坚持内容为王。在
融媒体时代，新的技术确实丰富
了传播方式和渠道，但受众的核
心需求仍是内容。可以这样说，
不管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内
容是媒体安身立命的根本，是媒
体发展永恒的主题。一年多来，
丽水市广播电视总台将高质量
的新媒体产品研发作为着力点，
今年上半年，总台所属公众号实
现“十万+”的零突破，共有 4个
作品突破“十万+”，最高阅读量
达十九万+；抖音号 7个作品突
破“十万+”，最高播放量达943.9
万；无限丽水”APP 共直播 144
场，总观看人次突破 1216 万。
总体呈现出增量有突破、单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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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融合新探

创新的新亮点。
（一）有分有合，灵活作战
在日常的新媒体产品制作

中，四个平台按照各自的定位，
各司其职，研发符合各自受众需
求的产品进行常态化推送。当
有重大宣传任务时，总台以项目
的形式将任务交办给其中一个
平台来牵头负责，由牵头负责平
台提出具体要求，举全台之力，
抽调记者、编辑、后期组成临时
攻坚小组，拧成一股绳，精益求
精，全力开发产品，以求真正达到
爆款的要求。从目前的运行情况
来看，效果不错。今年上半年，丽
水市广播电视总台围绕丽水市委
市政府中心工作推出的两个微视
频——《超燃！新台阶 新跨
越！胡海峰 4 分钟现场音说了
啥？》《初心·出发 弘扬践行“浙
西南革命精神”，听胡海峰怎么
说》都是这一模式的产物，两个
短视频阅读量都达到10万+。

（二）形式多样，做活做精
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融媒体时代，传统纸媒和商业媒
体纷纷开始在新媒体端发力。
事实上，广播电视的专业界限和
传统优势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
消解，如果还是以传统的思维模
式去生产电视端的视频产品，然
后简单地搬到新媒体平台进行
二次分发，效果可想而知。再加
上受众每天“遭到”各种新媒体
产品的“狂轰滥炸”，眼界和胃口
都已和原先大不相同。因此，如
何变着花样，生产既有颜值又有
内涵的优质内容，然后再通过各
个新媒体平台有效地抵达用户
成了迫在眉睫的问题。

在实践中，我台按照“形式
多样，做活做精”的思路和“有颜
值、有内涵”的要求，周密组织，
精心策划，围绕H5互动游戏、长
图、时政短视频、VLOG 等新媒
体形态不断自我革命、推陈出
新，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针对时政短视频更权威、更
稀缺的现状，一年多来，我们制
作推出了 50 多个短视频，其中
《超燃！新台阶 新跨越！胡海
峰 4 分钟现场音说了啥？》《初
心·出发 弘扬践行“浙西南革
命精神”，听胡海峰怎么说》《爱，
永远不会被遗忘》《热血！丽水
人该知道的名字……》这些围绕
两山转换、浙西南革命精神弘扬
践行等中心工作的微视频一经
推出，就同时引爆了官方和民间
两大舆论场，在丽水人的朋友圈

“疯传”，受到了各级领导和广大
群众的一致好评。

针对Vlog很流行的现状，我
们顺势而为，在 2019 丽水超级
马拉松宣传中，将中国奥委会副
主席李玲蔚回家作为“卖点”，用
Vlog的形式进行串联制作，连续
两天先后发布《李玲蔚，回家了》
《李玲蔚说：你们“冤枉”我了！》
两个产品，分别取得了4万+和3
万+的点击量，群众反响热烈。

为了增强互动性，让时政内
容民生化，今年的丽水市两会，
我们提前策划推出了提问类H5
《机会来了！“两会”想问啥？代
表委员“当面”回答你！》，以及
H5小游戏《这可能是“两会”最
好玩的游戏了!看图猜词，敢挑
战吗？》，用轻松活泼的形式对两
会报道进行创新，效果不错。

（三）四级联动，融合直播
重大主题新闻直播报道是

电视台的强项，在传统媒体深入
融合发展、坚持全渠道传播的当
下，借力网络媒体的技术优势，在
电视和新媒体端同时直播，从而
实现重大主题报道的全新形态传
播，可以占领更多更广的舆论阵
地，取得更好的融合传播效果。

今年9月12日，一个由丽水
市广电总台牵头，以“无限丽水”
客户端为主平台，各县（市、区）
融媒体平台参与，与浙江卫视

“蓝媒号”、央视新闻移动网“央

视新闻+”实现联动传播的“市县
直播联盟”成立，这是县市携手
打造的强势融媒传播品牌。

作为“市县直播联盟”的首
秀，《丽水再出发》大型融媒体直
播节目聚焦丽水各地的奋斗历
程和发展成果，用一个个鲜活的
人物、生动的故事，讲述各地在
践行“两山”理念、加快“红绿”融
合发展的生动实践，三场两小时
左右的直播，受到了丽水市委、
市政府的充分肯定，也得到了业
界的高度赞许。浙江省广播电
视评议中心9月29日刊发《视听
评议》专刊，以《讲述好故事 传
播好声音 展现好形象》为题，
肯定《丽水再出发》以大范围、高
效率、效果佳的融媒体传播，聚
焦丽水改革发展成就，展现丽水
良好城市形象，抒发丽水群众爱
国情怀，“多声部”唱响时代赞
歌，献礼新中国成立 70周年，是
主动占领舆论高地、提升融媒传
播影响力的有效创新。

三、不断完善 寻求突破
媒体融合发展是一篇大文

章，也是一场持久战，在传统媒
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实践中，
丽水市广播电视总台还需在以
下三个方面寻求突破：

（一）进一步推动县市合作
凝心聚力、形成合力，精心打造
统筹市、区、县所有新闻资源、行
政资源，引领、覆盖、融合县级融
媒体中心的地市级融媒体中心。

（二）考核奖罚机制还需进
一步细化、优化、完善，不断打通
融合堵点，充分整合各个平台的
生产要素，充分调动一线记者、
编辑工作的积极性。

（三）在人才培养、集聚与新
媒体产品研发方面还要组织攻
关，组建创意创新团队，全年不
间断地研发新媒体产品，让“十
万+”成为新常态。

（作者单位：丽水市广播电
视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