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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形式上的“合体”到现在的“相

融”，经过几年的发展，目前，省内多数县级融

媒体中心已经进入融合转型的深水区。融合，拓

展了传播的渠道与空间，催生出更多的传播业

态。这也对媒体队伍结构、人才的综合素养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浙江广电集团融媒体新闻中心依

托自身优势、借力“外脑”，于2020年设立“蓝

媒学院”，通过“集中轮训+实战练兵+专业竞

赛”的形式，为新闻从业者提高专业素养、加强

新媒体技能、培养运营能力等方面提出解决路

径，合力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提供更多的

智慧支撑和能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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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

总书记提出：“要扎实抓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

更好引导群众、服务群众。”2019年底，浙江实

现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全覆盖。曾徘徊于行业边缘

的县级媒体迎来了大发展，但随之在融合过程中

的人才缺失问题也愈发突显，并且成为制约发展

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县级融媒体发展：缺“一专多能一尖”

型人才

2021年6月—12月，笔者对省内20家县级

融媒体中心进行了调研。从数据可以看出，相关

从业者的职称普遍不高，副高及以上占比不到

3%；队伍处于青黄不接，一线员工呈现“两头

大”（45 岁以上多、25 岁以下多）“中间小”

（26-44岁较少） 的特点；会操作多平台的编辑

少，有近 3/4 的新媒体部只有 2-3 位把“电视

稿”转成“新媒体稿”的小编，不会运营微博话

题，也不懂拉流视频直播。另一组数据则呈现

出，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过程中存在缺乏互联网

意识和专业技能人才的现象。在浙江省新闻工作

者协会对新媒体人才需求的统计中，所有媒体表

示在融媒产品制作过程中缺乏“产品开发、策

划”类人才，94%的媒体表示缺乏“技术制作和

视觉呈现(美编包装)”类人才，有88%表示缺乏

“运营推广”类人才，47%表示缺乏“新闻采编”

类人才。

综上，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在走向改革“深

水区”阶段，媒体普遍存在缺失“一专多能一

尖”型人才。转型、培养具有专业技能又兼备融

媒意识的全媒体型人才是当务之急。

二、蓝媒学院：轮训+实战+竞赛 助力本土

全媒体人才培养

面对人才紧缺的问题，浙江广电集团融媒体

新闻中心于2020年成立蓝媒学院，依托集团自

身的内容优势、平台优势、人才优势、品牌优

势，借力“外脑”，构建集融媒采编播、技术保

障、市场运维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培训体系。

截止目前，学院已在松阳、永嘉、温岭、安吉、

兰溪、上虞6地举办培训，共计500余位业务骨

干参加。在此过程中，摸索出“集中轮训+实战

练兵+专业竞赛”的特色课程，为县级融媒体中

心打造具有互联网思维、新媒体技能、本土化经

验的全媒体人才提供更多的智慧支撑和能力保

障。

（一）整合业界学界大咖 打造“融合”课程

蓝媒学院在筹建之时，整合学界专家和业界

大拿组成“教师天团”，意在用前沿理论与实操

经验，赋能县级融媒体人才队伍的建设。在课程

设置上，重点布局县级媒体较为薄弱的创新创

意、新媒体技术与多平台运营等方面，着力打造

学即能用的“融合”课程，提升从业人员的媒体

素养、新媒体生产技能及运营能力。

2021年4月，蓝媒学院第三期培训“王牌运

营孵化营”在温岭开营。学院邀请抖音媒体合作

助力县级融媒体中心助力县级融媒体中心
建设人才转型及培养建设人才转型及培养

——浙江广电集团蓝媒学院的实践与探索

张 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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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理陈超平、B站运营经理王冠、新浪微博运营

经理刘笑和短视频博主李京涛作为运营领域的专

家，他们通过丰富的案例分析，分享引爆用户增

长的底层逻辑与实用攻略，揭秘短视频运营的新

途径与新思路。运用互联网思维，把新闻、艺术、

科技等多种知识结合起来，完善本地的传播体系

和传播生态，为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发掘和培养

更多的产品经理。2021年7月在兰溪，以5G融媒

直播为主题，蓝媒学院带来的是新技术与好创意

的专题分享。《移动直播技术路径探析》《新媒体

产品的创意与设计》《视频时代的原生传播与表达

创新》等课程，老师以营救瓜头鲸、各地“七一”

直播为案例，在强化传统的文字、图片、视频等

内容基础上，融入流媒体直播、动画展示、大数

据等先进技术手段应用，讲解深入浅出，学员们

受益匪浅。

（二）培训结合实战练兵 竞赛中找差距

在形式上，蓝媒学院打破单向传输的授课模

式，采用“培训+实战”的方式，即学员报到当

天就领到选题，自主成队，自行策划，贯通全媒

体渠道，结合授课内容及当地特点，制作融媒体

产品。蓝媒学院永嘉培训营，开设名为“100

年·100秒”的采风实践课。期间，学员走进永

嘉红军小镇、芙蓉古村和永嘉书院，围绕红船红

村、红色旅游、红色文化、红色经典、红色遗迹

等“红色元素”，采用航拍、快剪等融媒体形式，

制作图文和音视频产品。集中 2 天的采制时间，

作品上传至中国蓝新闻客户端，结合网友点赞量，

最后由专家团现场一一点评。在作品中找差距，

在竞赛中检验培训效果。截至目前，已开设“建

党百年”“数字赋能”“共同富裕”为主题的采风

实践课程。

培训强调实战性与实操性，目的有二。一是

培养协同合作意识。在媒体融合的语境下，新闻

生产除了新闻要素和新闻价值的考量外，还要考

虑多种发布平台的需要，文字、图片、音视频素

材都要采集，若靠传统的“单兵作战”很难在短

时间内完成，需要依靠团队协作的力量。团队成

员各有所长，采制过程各负其责，遇到重大、突

发事件报道时，团队的工作效率可以获得更大的

体现。二是打造全媒体采编能力。如今媒体形态

丰富，要求新闻从业者不能只固守于某种传播形

态，要多面发展。“全能型”记者是指掌握多种媒

体编辑制作和发布的技能，能熟练运用多个媒体

软硬件，适应媒体需要的形式发布。特别是县级

融媒体中心本身就存在岗位少、专业人才紧缺的

情况，打造更多的“全能型”记者有助于提升县

级融媒体的生产力水平，充分利用各种媒体优势

进行融合传播，取得好的传播效果。

（三）学院立足问题导向 解决融合难题

每次开课前，蓝媒学院主办方集团融媒体新

闻中心会多次与各县融媒体中心交流、沟通并实

地调研，立足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加强培训，结

合大家在融合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难点和痛点，制

定特色课程，有针对性地提供解决方案。比如，

了解到各地对新闻奖有强烈的诉求，但对主题、

角度、制作又常常摸不着道，遇到好的选题也无

从下手。于是，在2020年度浙江新闻奖、中国新

闻奖评选结果颁布之际，蓝媒学院马上开班“问

鼎新闻奖的秘籍”专题。不仅有专家评审提纲挈

领的趋势判断，也有一线记者和小编的实操指导。

讲台上下，师生互动密集。针对平时遇到的问题，

老师们给出建议，更有学员拿来自己的作品让专

家现场指导，为融媒体中心在内容生产、报道创

优等方面提供思路。

在日常约稿及活动合作中发现，各地存在航

拍飞手短缺的现象。了解到在报考执照时考生们

很难找到系统正规的培训教程，导致通过率极低，

而社会上的培训动辄就是4000、5000元。于是，

2021年10月27日，“蓝媒学院特别策划——蓝媒

王牌飞手特训营”在上虞开班。学院邀请考核认

证单位浙江省模型无线电运动协会的专家，在 3

天的时间里，为全省60余位飞手开展科学集训，

最终取得全员考取ASFC无人驾驶航空器遥控飞

行员执照的好成绩。而学员只需缴纳少量的考证

费用，再无其他额外支出。今后，蓝媒学院还将

联合相关部门继续开展宣传业务培训及组织考核、

提供资质认证，为用人媒体提供便利，在学习中

提升从业人员符合媒体融合要求的各项技能。

三、结语

在县级融媒体中心向纵深发展的过程中，一

支有能力、有特色的专业队伍是推进融合的重要

力量。蓝媒学院正努力成为融媒人才转型、培养

的最佳孵化地，进一步切准基层媒体的需求，助

力解决县级融媒体中心所面临的人才困境，充分

发挥融媒环境下新闻人的创新力，深入推进全省

广电融合传播的建设。

（作者单位：浙江广电集团融媒体新闻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