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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存瑞

在重大公共突发事件中在重大公共突发事件中
如何建构媒体的主流舆论场如何建构媒体的主流舆论场

——绍兴市新闻传媒中心《战“疫”》特别报道引发的思考

创新实践

新冠肺炎疫情从武汉蔓延至全国，又恰逢

鼠年春节，举国上下形势严峻。绍兴的疫情防

控形势同样不能松懈。在传播生态急剧变化、

主流媒体价值和地位负压日益沉重的今天，每

次发生重大公共突发事件，既是主流媒体能否

践行使命担当、发挥定海神针作用的考场；也

是主流媒体抢占舆论高地、展现专业品质和敬

业精神的良好契机。

在重大公共突发事件中如何建构主流媒体的

主流舆论场？新闻综合频道是绍兴市新闻传媒中

心电视端口的新闻宣传主阵地。面对疫情，频道

紧急调整报道方案，主干新闻栏目贯通联动实施

《战“疫”》特别报道。用镜头记录展示绍兴众

志成城防控疫情的全景图，充分发挥喉舌功能。

一、信息流高效精准

这次武汉在应对疫情方面的一个惨痛教训

是，信息断流甚至反转造成舆论阵地的混乱，

这从一定程度上挫伤了防控疫情的大局。信息

对称、高效流动是应对重大公共突发事件、消

除社会恐慌的压舱石。打造及时准确、集束播

发的信息流，是传统主流媒体彰显权威性、吸

引受众关注度、去除杂音的基础。

结合受众心理期待，绍兴新闻综合频道第

一时间播发绍兴市委市政府防控疫情重要会议，

以及主要领导督查指导疫情防控工作的动态，

将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及时传递到千家万户；

及时发布绍兴疫情公告和涉及出行、消费、口

罩、居家隔离、医学观察、收治医院、防疫卡

点布设等与全体市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公共

管控措施和演进情况；高密度播发患者治愈出

院动态和绍兴驰援武汉医疗队的工作动态；致

力于持续提升市民对疫情的重视程度，逐步形

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积极投身疫情联防联

控、群防群治的良性舆论氛围。

二、现场流春风化雨

当年浙江卫视新闻七姐妹，在狂风暴雨中

的抗台现场播报感动了全中国。央视记者在汶

川地震现场的播报，一度开启了传统主流媒体

介入重大公共突发事件的新传播模式。对于电

视媒体来说，报道重大公共突发事件尤其需要

突出现场感。这既是为受众提供最直观的印象

和感受，也是在春风化雨中调动受众情绪、汇

聚社会合力最有效的路径。

基于这样的认识，频道紧密追踪绍兴市委

市政府阶段性中心工作和疫情走向，顺时应势

策划推出主题鲜明的现场组合报道。先后围绕

《众志成城是抗击疫情最长效的疫苗》《当好疫

情防控“守门人”》《致敬白衣天使》《人人皆

为战士》《防疫战场党旗红》《隔离有爱》《疫情

防控和复工复产两手抓两手硬》 等主题，调派

多路记者，深入定点医院隔离病房、社区隔离

点、越城区孙端街道等疫情重点区域、车站码

头、交通卡口、社区村居、农贸市场、重大项

目建设工地、企业生产车间、田间地头等战

“疫”一线，用典型人物、鲜活的场景、细节化

的故事，立体式、全方位描绘绍兴全市上下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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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疫情的壮阔画卷。推动受众切实感知疫情的

严峻挑战和众志成城防控疫情的正能量，让受

众从看在眼里、放在心上的单个旁观者变成命

运共同体与责任共同体的组成部分，为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打好经济发展总体战构建感染

力强劲、传播力迅猛的舆论生态圈。

三、深度流激荡人心

传统主流媒体既往因信息垄断而派生的时

效优势，如今已被实时传播的新媒体解构。在

重大公共突发事件中，强化深度效应，是传统

主流媒体在更高维度重塑传播优势的必然选择。

频道全力策划加大评论和调查的供给，一

方面，结合典型报道，配发 《战“疫”快评》，

截止 3 月底，已累计配发快评 20 余篇。快评力

求在事实性报道的基础上提炼观点。比如在展

现医护人员勇敢逆行守护生命的组合报道后，

配发快评 《白衣天使，感谢有你！》，表达对医

护人员舍小家为大家的由衷敬意；在展现共产

党员奋战抗“疫”一线的组合报道后，配发快

评 《抗“疫”战场党旗红！》，为党员干部冲锋

在前无私奉献喝彩；针对个别居民无视自我防

护的现象，配发快评 《坚决向“形式主义”说

不！》，呼吁市民以大局危重，杜绝光说不练；

随着疫情防控逐步与复工复产同步推进，配发

快评 《交好复工复产的答卷！》，阐述两手抓两

手硬两战赢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结合深化“三

服务”助推企业复工复产活动，配发快评 《服

务要雪中送炭！》，倡导政府部门用靠前、精准、

务实的服务，真正为企业排忧解难。类似的快

评时长 1 分钟左右，既符合电视特色，又立场

鲜明。另一方面，频道适时推出深度调查。

在疫情防控压倒一切阶段，结合市委市政

府二十六防控疫情的铁律，推出系列暗访调查

报道 《铁律二十六条 查查是否做到》。记者深

入社区、超市、市场、药店等基层关键部位，

对疫情防控措施不到位现象进行曝光。在疫情

防控和复工复产统筹兼顾阶段，第一时间推出

系列调查 《如何破解复工瓶颈？》，从员工难以

返岗、物流不畅、资金周转承压、防疫物资短

缺、产业链脱节、外贸订单无法按时交付等角

度，切实反映企业因疫情冲击遭受的困境，传

递他们的呼声，寻找破解问题之策。评论和调

查共同架构了频道战“疫”报道的深度流，提

升了报道的厚度、力度和高度，着力激荡起全

社会理解、配合、支持、参与疫情防控和有序

推进复工复产的强大正能量。

四、科普流润物无声

科普是传统主流媒体在重大公共突发事件

内容生产体系中不可或缺又容易被忽略的环节。

疫情防控尤其需要科学和理性，避免社会心理

出现反应过度的踩踏倾向，导致发生抢购囤货、

造谣传谣等乱象。

频道注重在报道中不断植入典型事例和人

物同期声，传递绍兴的疫情为输入性和散发性、

只要措施到位就可防可控的舆论导向。同时通

过制作主播防控疫情宣传片、邀请疾控专家进

行专访、整理发布权威的疫情防控手册等方式，

引导受众正确对待绍兴的疫情，及时学习并掌

握可操作性强的防控疫情常识。频道整体的科

普流设计接地气、亲和力强，润物无声地为受

众提供媒体界面的心理抚慰。

五、融合流集成创新

重大公共突发事件是融合传播的催化剂，

为融合传播带来事半功倍的红利；也是融合传

播的竞技场，考量着融合传播的理念、思维方

式以及专业技能。

频道一方面及时向中心“越牛”新闻客户

端供稿，另一方面充分利用自办的绍兴新闻频

道微信公众号，积极摸索尝试融合传播在重大

公共突发事件中的应用手段和传播规律。频道

注重集成，每天将绍兴防控疫情的概况，整理

成 《绍兴战“疫”进行时》 的信息包裹，逐日

发布。在大屏和小屏的互通和互动中，为受众

提供一揽子的手机端信息服务。与此同时，放

大短视频传播效应，精心制作绍兴战“疫”系

列短视频。《天使的眼睛》《目送·迎春》《人间

依然值得》《距离一百米的拥抱》等一系列短视

频集聚普通人在疫情期间的生活状态，用群众

的语言和体悟歌颂战“疫”英雄，展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些短视频创意独

到，制作精良，感情真挚，不少均在新华社客

户端全片播发，为地方电视媒体打开传播路径、

丰富传播矩阵、优化传播效果积累了经验。

（作者单位：绍兴市新闻传媒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