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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玉娟

新冠疫情报道对新冠疫情报道对传统媒体传统媒体传统媒体传统媒体传统媒体传统媒体传统媒体传统媒体传统媒体传统媒体传统媒体传统媒体传统媒体传统媒体传统媒体传统媒体传统媒体传统媒体传统媒体传统媒体传统媒体传统媒体传统媒体传统媒体传统媒体传统媒体传统媒体传统媒体传统媒体传统媒体传统媒体传统媒体的启示的启示

随着网络技术的日新月异，传统媒体面临

生存危机已是不争的事实。虽然拥有队伍专业

化、产品品牌化、信源正规化等优势，但受限

于传播成本和落后体制等原因，传统媒体的生

存空间仍呈逐渐缩小趋势。传统媒体是否将为

网络媒体所取代？传统媒体该如何加速自身改

造？笔者拟通过分析浙江卫视在这次新冠疫情

中的表现来寻求答案。

一、视内容为生命

众所周知，每一次重大公共危机都是对媒

体传播能力的一次公开测验。我们发现，在这

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中，传统媒体表现出了

不可替代的作用。

公共危机凸显了“人人都是记者”的时代

特征，疫情中各家自媒体的表现不可谓不抢眼。

比如武汉女作家方方，从正月初一开始在网上

推出每天宅家感受，引发亿万人围观，她说过

的话“时代中的一粒灰，落在个人那里，可能

就是一座山”因此成为名言。有许多人每天睁

眼的第一件事竟然是看方方昨天又写了什么。

又如公众号“书单”，疫情发生后推翻既定安

排，将全部精力投入到疫情内容的创作。1 月

24 日才调整策略，1 月 27 日的 《在外地的湖北

人：我们现在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 一经推

出就成爆文，不到一天阅读量突破百万。其后

《抗疫一个月，我们已经重复了 11 个非典时的

错误》 一文阅读量接近四百万，被 200 多个公

号转载。

自媒体因其精准的个性化推送深入人心，

在受众喜爱度上，传统媒体似乎处于下风。但

在这场围绕疫情的传媒战中，网媒使出浑身解

数仍难撼动传统媒体的地位。它让我们看到这

样一个事实：在网络媒体越来越有市场的当下，

大事件面前，传统媒体仍是大众获取信息的不

二首选。究其原因，在于传统媒体提供了受众

最需要的东西。

根据对受众心理的分析，当大事件发生时，

人们不再计较表达方式，和“怎么说”比起来，

他们更关心“说什么”，即新闻事实本身。从这

个角度看，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有的报道四

平八稳，似乎毫无语言上的新意，却受众面广。

只要不妨碍信息的获取，这些“看上去不怎么

样”的报道仍是大众最想看的新闻。这也印证

了这样一个观点：任何时候，新闻报道“内容

为王”。这次新冠疫情中，浙江卫视率先于全国

各大卫视开通大时段直播，紧紧抓住“内容”

生命线，开辟“决胜武汉”“战‘疫’之路”

“科学控疫情 统筹谋发展”“云对话”“捉谣记”

“中国蓝云搜索”等小版块，每天早、中、晚密

集播报，开足马力为观众奉上他们最想知道的

新闻。同时制作特别节目、公益广告等，多媒

体拓展宣传效能，营造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

舆论氛围，为浙江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强

大的舆论支撑。在全国人民奉钟南山、李兰娟

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出镜记者，除了要有

良好的自身素质以外，还要具备高超的报道技

巧。这就要求每一位出镜记者从平时的一点一

滴入手，努力增加自身的各方面知识储备，积

累在报道中所得的经验，提升现场观察力，增

强新闻判断力，提升洞察力，增强现场应变力，

提升现场语言表达力，合理把握和运用时间与

空间要素。这样才能在突发事件中迅速融入现

场，快速锁定报道核心点，快速进入报道切入

点，用准确洗练的语言向受众传达真实的现场

情况，成为一名被受众认可的优秀的出镜记者。

（作者单位：开化县广播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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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高级别专家意见为圭臬的情势下，浙江卫视

及时开设抗“疫”特别节目 《李兰娟今天说》，

邀请李兰娟院士解答观众疑问，澄清流言误区，

回应民生关切，有力地对防控工作做了指导。

由于内容对观众胃口，这一节目广受好评也就

不足为奇。

二、优势中找自信

主流媒体依托四通八达的信源渠道，及时

发布信息，报道各地防控举措，在疫情防控期

间展现出了绝对的舆论引导力。综观国内各大

主流媒体在这次疫情中的表现，大致可分为

三类：

第一类，权威型。以《人民日报》为代表，

包括地方党报和卫视。其主要特点是发布重大

信息权威；传递决策层意见准确、全面；正向

引导舆论能力强。

第二类，时效型。以 《澎湃》 为代表，包

括一些从传统媒体成功转型的新型主流媒体。

其主要特点是发布次重要新闻及时，内容丰富，

满足受众对“快”和“量”的渴求。

第三类，深度型。以《新京报》《津云》为

代表，此类媒体较为稀少，尤显可贵。其特点

是深入、独家，对千篇一律的新闻解读起到重

要补充作用。

可以说，三种类型主流媒体因自身特点鲜

明，拥有各自受众群。特殊时期的突出表现来

源于平时的打磨，那么在非特殊时期，主流媒

体应该如何持续引燃受众的关注热情呢？多

“扬长”，少“补短”，将自身优势发挥到极致，

或许是上上之策。

很显然，我们无法改变人们日益增长的对

信息多样化的需求。换言之，更多的信息需要

更多媒体传播，传统媒体满足不了这种变化。

传统媒体如一味求全求新，把着力点放在补齐

自己不如网络媒体的那部分短板上，那么很有

可能会陷入更大的僵局。一方面分散兵力，影

响了主业；另一方面，即使补上了短板，也可

能技不如人。有句话说得好，“不要拿你的业余

挑战人家吃饭的本事”。信息化社会给新旧媒体

共生提供了充足的土壤，发挥各家所长，才是

该有的传媒格局。比如，权威型的主攻权威，

深度型的专攻深度，力求人无我有、人有我优。

抗“疫”期间，浙江卫视每天下午三点直播省

政府新闻发布会，就充分发挥了自身的电视特

色，技术上信手拈来，效果上也呈现出了有别

于其他媒体的传播效应，成为抗“疫”宣传的

一大亮点。训练有素、敢打敢拼的新闻队伍是

浙江卫视的另一张王牌。疫情期间，浙江卫视

新闻团队深入武汉、温州等重点疫区一线，发

回大量鲜活报道，在大事件面前彰显传统媒体

的自信和能力。

三、加速新媒体化

每一种新媒体样式的诞生，都会对现有媒

体产生压力。那么，现有媒体是不是都会被取

代呢？从历史上看，并非如此。所有在困境中

调整自身的传统媒体都迸发出了新的活力，并

获得新的发展。

为什么网络媒体阅读量动不动几十万+几

百万+，而传统媒体却为受众减少而苦恼呢？

新媒体化不够深入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今年 2

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对新闻

舆论工作提出新要求，其中就提到“要适应公

众获取信息渠道的变化，加快提升主流媒体网

上传播能力”。

在全媒体家族，传统媒体的灵活性和生动

性普遍弱于自媒体。而在传统媒体行列，电视

媒体的影响力和权威性由于历史等原因，又先

天弱于纸媒。因此，新媒体时代，传统电视媒

体面临的挑战是最严峻的，只有加快新媒体化

步伐，进行有效整合、重组，未来之路才可能

走得更远。此番疫情宣传，浙江卫视进行了

“上下内外”全方位新媒体化操作：不但积极参

加央视新媒体矩阵，传递浙江最新抗“疫”信

息；也充分发挥与地方电视台的渗透作用，联

动全省基层提高新闻到达率；对内，抽调精干

力量充实新媒体部，盯紧疫情风向，确保重大

新闻第一时间上网；对外，联手微信、微博、

快手、抖音、今日头条、门户网站等30多个平

台融合传播，扩大信息辐射范围，提升传播影

响力。合作不到20天，微博、抖音、快手等新

媒体平台共发布近1500条和浙江有关的疫情信

息及短视频，三大平台总阅读量破25亿。

（作者单位：浙江卫视新闻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