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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深度融合背景下工作室媒体深度融合背景下工作室、、
制片人栏目的转型发展制片人栏目的转型发展

——兼议义乌融媒体中心的实践探索

季文龙

我看深度融合

摘要：工作室、制片人是近五六年来传统

媒体中比较流行的内容生产运作模式，目前仍

在各级新闻媒体采行。媒体融合是新时代新型

主流媒体转型发展的必由之路。义乌市融媒体

中心自 2019 年成立以来，一手抓融合，一手抓

管理，对工作室、制片人栏目的转型发展、改

革创新进行积极探索，本文试做分析梳理。

关键词：媒体深度融合 工作室 制片人

栏目 转型发展

一、工作室、制片人栏目建设现状

义乌市融媒体中心于 2019 年 4 月底挂牌成

立，根据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要求，在内部机

构改革上，形成了三大运行系统：行政管理委

员会、编辑委员会和经营管理委员会，搭建了

四大宣传平台：新媒体、报纸、广播、电视。

如果说三大系统和四大平台是融媒体中心骨架，

那么工作室和制片人栏目就是融媒体中心的细

胞单元。在对宏观层面进行大刀阔斧改革的同

时，作为微观层面的工作室、制片人栏目也相

应进行了调整革新，整合原有媒体资源，推出

一批，创新一批，淘汰一批，重构新闻生产流

程，强调融媒体发展意识，突出移动优先，向

“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新模式发

展转变。

通过两年的融合建设，目前，义乌市融媒

体中心一共有28个工作室和制片人栏目，形成

了工作室和制片人栏目矩阵，集合了首席记者、

资深主持、技术人才、摄影摄像高手、经营能

手等一批内部“头部”人才。这些工作室和制

片人栏目，主要分为两部分，主体是采编线，

像凡真财经工作室、视觉影像工作室、今晚播

报、生活真有味、义乌商贸新闻等；有一部分

是产业线，像灵智影视工作室、微生活工作室 、

蓝小鲸声音工作室等，内容涵盖时政、民生、商

贸、生活、专题制作等多个领域。这些工作室、

制片人栏目跨平台、跨行业运行，具备轻便、灵

活、高效的特点，依托县级融媒体中心“中央厨

房”，内容生产与传播全面融入全媒体传播体

系，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元化的态势，在

当下媒体内容生产领域垂直化、细分化、个性

化发展趋势下，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

二、转型发展措施及成效

在深化媒体融合改革过程中，义乌市融媒

体中心坚持移动优先，通过对工作室、制片人

栏目的内容生产流程进行重构，聚集分众传播，

创新管理制度，推动县级融媒体中心良性发展。

（一） 重构采编流程，打造共享链条，提升

传播力

长期以来，传统报刊、广播、电视依托其

内容优势、平台优势和公信力优势，工作室、

制片人栏目主要生产供应报纸版面和广播电视

节目。作为负责人和编辑记者来说，吃老本的

思想较为严重，即使使用新媒体传播手段，更

多的是借助新媒体的平台被动传播，充其量来

说，只是传统新闻的内容搬运工,在内容生产、

表现形式、后期编辑、传播等方面，缺乏新媒

体思维，容易待在舒适圈里无法自拔。

11.. 跳出跳出““舒适圈舒适圈”，”，引领引领““融合圈融合圈”。”。为了

让大家走出“舒适圈”，紧跟媒体融合潮流，首

先，从思想上植入融合意识，培育媒体融合的

“领头雁”。义乌市融媒体中心通过组织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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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和制片人参加每周一次的党委 （扩大）

会议形式，促使工作室负责人和制片人植入媒

体融合的理念并贯穿于实践操作中。

其次，运行上纳入融合机制。根据媒体深

度融合的工作要求，在机构融合的基础上，把

工作室和制片人栏目全部纳入每日报题机制、

编前会机制、稿件共享机制，进一步重构采编

流程，嵌入互联网基因，贯彻移动优先战略，

打造内容、设计、技术、传播、运营等共享链

条，不断提高影响力。

22.. 打破打破““老惯例老惯例”，”，强调强调““传播力传播力”。”。经过

两年的努力，义乌市融媒体中心整合原有新媒

体发布终端，采编播发流程得到重塑再造，构

建内宣、外宣、网宣全媒体传播体系，打造

“1+3+N”的新媒体矩阵。1 是“爱义乌”客户

端，3 是“爱义乌”“爱义乌︱商贸”和“义乌

发布”官方微信公众号，N 是分布在工作室和

制片人栏目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微博等新

媒体平台，合计订阅用户 150 多万。义乌市融

媒体中心根据顶层设计，充分发挥考核指挥棒

作用，全面贯彻移动优先战略，打破以往“报

纸广电为主、两微一端为辅”的惯例，以传播

力为主要指标，围绕重要重大新闻，各个宣传

平台从不同角度进行报道，以网端点击量为重

要评判和考核依据。根据有关考核办法，工作

室和制片人栏目必须向爱义乌客户端和爱义乌

等主打微信公众号优先供稿，把供稿数量和供

稿质量列入工作室和制片人栏目的月度考核重

要指标，与采编人员薪酬直接挂钩。所供稿件

按照 《新媒体采编计分标准》 进行打分，实行

新媒体好稿奖励制度，鼓励采编人员策划拍摄

短视频、微电影以及设计制作动漫、VR、数字

技术等新媒体产品，策划有创意、传播力强的

作品，视情给予500-2000元/个的奖励。

借工作室、制片人栏目转型发展、改革创

新的东风，2020年，义乌市融媒体中心新媒体

平台推出 《回眸 2019·高质量发展义乌答卷》

《优化营商环境2019 年优秀典型案例》《身边的

战“疫”》 等新闻专题47 个，编发新媒体原创

作品 2500 多篇，爱义乌客户端总阅读量达

3500 万次以上，微信 1 万+的作品每月保持在

40 条以上。在工作室、制片人栏目等采编人员

的努力下，各项新媒体传播力指标连创新高，

爱义乌微信公众号名列全国县级媒体微信号百

强榜第七位，荣获浙江广电集团“蓝媒联盟”

新媒体协作全省一等奖，爱义乌客户端被新华

网客户端评为全国最具影响力县级融媒号。

33.. 立足传统媒体立足传统媒体，，拥抱新媒体拥抱新媒体。。工作室和

制片人栏目一方面保证传统宣传平台的安全刊

播，另一方面大力推进全媒体传播。以光洲评

论工作室为例，该工作室是报刊编辑杨光洲

2019 年底创办的，设有 《南腔北调》《画里有

话》 等子栏目。光洲评论工作室在成立之初烙

上了融媒体传播的印记，除了每周在 《义乌商

报》 推出一期 《光洲评论》 外，其重要内容还

在爱义乌客户端上编辑传播。除此之外，杨光

洲每天走进广播播音室，口播热点时事评论。

在2021年春节前后，面对冬春季疫情防控的严

峻形势，义乌向广大外来建设者发出了留在义

乌过年的号召，光洲评论工作室围绕“在义乌

过大年”的评论主题发表了一系列评论文章，

从外来建设者、政府、企业和房东的不同角度

进行评论。这些作品通过新媒体、报纸、广播

进行全媒体传播，形成热点舆论，在全社会形

成待遇留人、感情留人的浓厚氛围，使许多在

义外来建设者深受感动，大家纷纷留在义乌过

春节。由于针砭时弊、反腐倡廉的文章较多，

光洲评论工作室在客户端和微信公众号推出了

“规矩方圆”栏目，对评论文章和漫画作品进行

再加工，以新媒体作品呈现，及时曝光分析违

反八项规定精神典型案件、领导干部腐败案件

和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充分利用身边典

型案例，开展警示教育活动。

（二） 聚焦分众传播，实现差异发展，提高

圈粉力

2021 年 3 月 19 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

闻发布会上，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副主任杨

小伟表示，我国网民数量已高达 9.89 亿，互联

网普及率达到了 70.4%，5G 网络实现范围性覆

盖。人在哪儿，宣传思想工作的重点就在哪儿。

在网民数量近10亿大关的互联网社会，新闻单

位在巩固传统阵地的同时，必须全面占领互联

网阵地，推动主力军挺进主战场。义乌市融媒

体中心在工作室和制片人栏目改革创新中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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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互联网传播的契合点，聚焦分众传播，各工

作室和制片人栏目根据自身优势和特点确定新

媒体的生产主攻方向和主攻传播平台，实现差

异发展，强化用户思维，生产出适合互联网传

播、碎片化阅读和差异化分发的优质融媒体内

容，提高圈粉力。

11..抢抓传播风口抢抓传播风口，，推动双屏互动推动双屏互动。。继微博、

微信公众号之后，这几年，短视频风起云涌，

席卷传播界。在短视频领域，抖音、快手、微

信视频号已经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抖音 6 亿

用户，快手 5 亿用户，微信用户 11 亿，这么庞

大的用户基数是传统媒体无法企及的。义乌市

融媒体中心在做好自主平台爱义乌客户端的同

时，也积极抢抓传播风口，工作室、制片人栏

目等采编部门积极向爱义乌视频号供稿，推动

大小屏双屏互动，发力短视频制作。在新媒体

编辑部内部形成爱义乌短视频工作团队，负责

短视频编辑及生产，同时上送央视频客户端、

天目客户端、中国蓝客户端等上级媒体。爱义

乌短视频工作团队月均短视频发布量 100 条以

上，县域内重大事件首发率 100%。推送刊发

了 《隔着一条小道的遥望，那是“最美的约

会”》、原创 MV 《因为有你》 等一大批优秀作

品，100 万+阅读量作品 30 多篇。其中 《战

“疫”期间最美约会：隔着玻璃看你》先后被人

民日报微博、新华网、央视新闻等几十个权威

媒体公众号采用，累计点击率过亿，成为义乌

市融媒体中心成立以来第一个现象级新媒体爆

款产品，传递了正能量，彰显了义乌精神。

2020 年有 9 篇新媒体作品在国家级和省级获

奖，其中《改革体验官纪实录》《刘文革：扫把

上的舞者》 等视频分别获得浙江省广播电视政

府奖二三等奖。截止2020年年底，爱义乌视频

系列粉丝超过50万。

在爱义乌微信视频号的基础上，义乌市融

媒体中心在 2021 年 2 月又新推出义乌 TV 视频

号，仅一个月就收获了粉丝2000多人，单条最

高阅读量超过百万，点赞量超过3万。

22.. 强化用户思维强化用户思维，，精准化传播精准化传播。。在改革创

新中，义乌市融媒体中心要求工作室和制片人

栏目强化用户思维，用贴近用户的语境语态做

传播。制片人栏目 《生活真有味》 以健康、美

食、生活妙招等内容为主。为了更好地与粉丝

互动，服务用户，按照类别设置不同的粉丝微

信群，选取优质节目，精心编辑新媒体作品进

行全媒体传播，把新媒体作品链接有选择地分

发到各个粉丝群，推出转发有奖活动，既提升

了传播力，又把观众培养成用户，成为忠实粉

丝。栏目要求采编全员学习策划、编辑短视频，

创新节目采访制作方式。根据学习强国浙江平

台“百灵”频道特点，有针对性地投稿，积极

把美厨、生活类等短视频上送“学习强国”平

台，通过短视频制作实战，促进栏目记者向全

媒体记者转型。

（三） 创新管理模式，优化资源配置，增强

竞争力

媒体深度融合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全国没

有现成的经验可以照搬照抄，大家都在摸着石

子过河。义乌市融媒体中心在工作室、制片人

栏目转型发展、改革创新过程中，积极创新管

理模式，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传统媒体记者积

极向全媒体记者转型，促进工作室负责人、制

片人向全媒体管理人员转型，在媒体竞争中增

强采编战斗力，增强融媒体中心影响力。

11.. 创新管理制度创新管理制度，，完善激励机制完善激励机制。。工作室

负责人、制片人等“领头雁”思想认识的高度，

决定融合发展的深度。义乌市融媒体中心制定

培训制度和培训计划，把新媒体教育培训作为

新闻人才队伍建设的优先内容，每年安排全员

培训20多次。探索和鼓励工作室、制片人栏目

贯彻移动优先，开办新媒体栏目和生产新媒体

产品。工作室、制片人栏目把编辑记者采写和

编发新媒体报道，作为稿酬的重要依据，把新

媒体报道作品纳入首席记者评价体系，作为专

业评价的重要内容。《义乌市融媒体中心首席记

者产生办法》 明确把媒体融合列为主要评价指

标，媒体融合不达标就不得评为首席记者，树

立明确的导向。

新媒体发展一定程度上是技术实力的竞争，

但是由于体制机制原因，技术人才对于县级融

媒体中心来说非常匮乏，对建立全媒体传播体

系造成很大的困扰。为了改变不利局面，义乌

市融媒体中心出台了 《技术人员考核激励方

案》，调动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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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实践

重大突发事件新闻性短视频重大突发事件新闻性短视频
创优叙事策略探析创优叙事策略探析
牟 毅

赋能媒体融合。由摄像记者和技术人员组成的

航拍工作室多次完成重要航拍任务，给采编人

员节目制作、媒资库提供了丰富的航拍镜头，

多次配合央视、浙江卫视、金华台在义乌的航

拍任务。

22.. 创新管理模式创新管理模式，，优化资源配置优化资源配置。。工作室

和制片人栏目享有用人权、策划生产权、薪酬

分配权、项目运营权等多项自主权利，根据扁

平化管理原则和工作需要，工作室和制片人栏

目可以跨平台、跨部门调配人员，可以灵活采

取“制片人+工作室”“工作室+工作室”“制片

人+制片人”的工作机制，有的甚至工作专班

化动作，有效避免工作室单兵作战的窘境，形

成互为补充、协同作战的生产合作模式。

三、结语

义乌市融媒体中心围绕内容生产、流程再

造、平台运营、用户推广、管理创新等方面，

通过对工作室、制片人栏目进行转型发展、改

革创新，使采编人员抛弃固有的思维定势、工

作习惯和路径依赖，逐渐向多功能、复合性、

全媒型人才转变，融入全媒体传播体系。但在

完善考核评价制度、建立进入退出机制、专业

人才缺乏、拓宽媒体融合传播渠道方面还存在

瓶颈和薄弱环节。媒体融合非一日之功，县级

融媒体中心还需以水滴石穿的精神持续推动媒

体深度融合，不断提升新型主流媒体的传播力、

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

（作者单位：义乌市广播电视台）

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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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突发事件报道关注度高、

新闻价值大，重大突发事件新闻性短视频更是

成为新闻创新创优的重要资源和突破口。不同

于传统电视新闻的叙事模式，短视频在叙事结

构、叙事主体、叙事节奏、叙事情绪等方面呈

现出鲜明的互联网特色。台州广电集团近年来

深 耕 新 闻 性 短 视 频 创 作 领 域 ， 原 创 短 视 频

《“黑洞”救援·生死两小时》 和 《彻夜救援

台州无眠》先后获得2019年度浙江省广播电视

新媒体奖新闻性短视频一等奖、2020年度浙江

新闻奖新媒体类短视频现场新闻一等奖。本文

试以这两条短视频的创作为例，探析重大突发

事件新闻性短视频创优的叙事策略。

一、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实现

对用户正向价值观传播

事故灾害类的突发事件一般具有较大破坏

性，并带来人财物的巨大损失，在短时间内成

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事故发生后甚至在发

生过程中，新媒体就从多个信源获取到大量信

息。出于“流量”的利益考量，一些新媒体往

往忽视公共利益、主流价值和舆论导向的重要

性，选取夺人眼球的碎片化信息发布，产生了

片面、负面的传播效果。尤其是突发事件导致

人员伤亡时，网络上经过放大和夸张的信息甚

至会激起公众内心的不安全感，从而引发舆情

风险。媒体在创作新闻性短视频时，必须意识

到主题、价值和导向是新闻创优的基本前提，

创作理念应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人为

本，体现生命至上，展现人性光辉，弘扬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