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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寻

融媒战融媒战““疫疫””大突围大突围大突围大突围大突围大突围大突围大突围大突围大突围大突围大突围大突围大突围大突围大突围大突围大突围大突围大突围大突围大突围大突围大突围大突围大突围大突围大突围大突围大突围大突围大突围
——传统媒体如何打造战“疫”短视频

因势而谋、顺势而为，做大做强主流媒体，建

立起新型的全媒体传播矩阵，讲好典型人物的

中国故事，传递正能量，高扬主旋律，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力量和舆论支持。

参考文献：

①鲁迅《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②④习近平《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 构建

全媒体传播格局》《求是》2019年第6期。

③台州广电监测中心：《短视频助力主题报

道台州记忆收获创新表达——新媒体端〈70年

70人70秒〉评析》，《台州新传媒》总第13期。

（作者单位：台州广播电视总台椒江广电

中心）

摘要：新冠肺炎疫情作为全球性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具有规模大、时间长、战线广的特

性。面对纷繁复杂的舆论环境，传统媒体运用

专业传播优势，主动发声、自觉引导。在发挥

传统媒体优势的同时，进一步做大做强新媒体

平台，以小屏反哺大屏，充分发挥短视频“小”

“快”“灵”的特点，大小屏一起发力，对疫情

防控进行更为细致有效的报道，加强公信力，

扩大传播力和影响力。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 新媒体 短视频

传播

2020 年春节，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席卷全国，为高速发展的中国按下了暂停键。

在这场看不见硝烟的全民战“疫”中，人们通

过手机从微信、微博、抖音等多种新媒体平台

获取大量的战“疫”进程和防控信息，进而带

来了全新的媒介关系。公众自我表达的迫切性

不断加深，参与度和黏合度也不断提升。

在这场重大的新闻战“疫”中，传统媒体

创新求变，主动借鉴新媒体的表达方式，引入

短视频，使得大屏呈现的新闻品类更加丰富，

内容气质更具“网感”，可看性大大增强。同时

短视频的碎片化、直观化表达，使网友能在最

短时间内了解到事件的重点，观看到主要的内

容，迅速了解并掌握核心信息。在重大事件或

热点事件面前，传统媒体生产的短视频往往自

带公信力，也容易形成爆款。以浙江新闻频道

为例，2020年２月份电视端的收视率拉升70%

左右，而新媒体端的官微、官博、抖音、头条

等粉丝量、阅读量和互动量均有三四倍的增长。

那么传统媒体如何运用好新媒体平台对疫情进

行高效、客观、暖心地报道，充分发挥主流媒

体的责任与担当呢？

一、标“新”立“意” 正能量发声

新媒体时代，一个选题、一个标题足以决

定一条短视频的生死。在观众碎片化的观看时

间里，短视频的注意力停留时间越来越短，5

秒，10 秒，甚至不超过 15 秒。在如此之短的

时间内要抓住观众的眼球，标题和选题的提取

与把握无疑是重中之重。传统电视媒体由于平

台和机制的原因，往往说教意味重，距离感强。

新媒体短视频无论是选题的把握或标题的选择

都更为接“地气”，显得“网感”十足。所以传

统媒体在短视频制作和传播过程中，一个出彩

的标题或选题会让短视频更为鲜活生动，影响

力更强。

2020 年 1 月 31 日，在疫情最为困难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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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人民日报发表了短视频 《加油，热干面》，

用全国各地的特色面食为武汉热干面加油。以

面食为载体，用拟人化的创作手法表达了全国

人民为武汉加油，为中国加油的决心和信心。

这种“面对面”的创新形式一时间成为了各大

新媒体平台争相引用的标题。一个好的标题能

以小见大，以“四两拨千金”之力去承载一个

厚重的话题，激发人们的爱国之情，并达到较

好的传播效果。

2 月 3 日人民日报制作的短视频 《武汉莫

慌，我们等你》，以武汉空城作为切入点。画面

中空荡的马路、无人的商场、安静的城市，人

与人之间的距离隔得很远，但爱和希望比病毒

传递得更快，各地医疗队陆续支援武汉。这些

都鼓舞着人们相信疫情很快就会过去，春暖花

开终究会到来，武汉即将重启。这条短视频在

题材的选取上很有意思，它以武汉为主角，标

题引人入胜，从武汉按下暂停键再到按下播放

键，深深拨动着观众的心弦，鼓舞着大家的信

心，体现了万众一心、抗击疫情的中国力量。

人民日报还创作了《武汉24小时》《谢谢你

们为我们拼过命》《你笑起来真好看》等一批标

题新颖、内容创新、立意深远的正能量短视频作

品，让观众在面对疫情的严肃新闻报道之余，依

然能看到让人眼前一亮、振奋人心的作品。

二、聚焦现场 着眼细节

电视媒体出产的短视频，大多源于电视新

闻的碎片化采制。记者在采访过程中抓到一个

细节或一个片段，经过编辑加工后，放大现场

细节，与观众产生“共情”效应。这往往考验

记者现场捕捉细节以及放大细节的能力，也是

传统媒体制作短视频的优势所在。

1 月 25 日由浙江新闻频道抖音平台播出的

短视频 《瞒着父母支援武汉》 就是记者在拍摄

首批援鄂医疗队出征时抓拍的一个人物细节。

画面中一位不知名的医疗队员面对着镜头，不

说自己来自哪家医院，只是哽咽着说自己的父

母家人并不知道他去支援武汉。虽然害怕家人

担心，但依然瞒着父母奔赴抗“疫”一线，这

一矛盾的心理就被捕捉到了画面中。短短的 15

秒，让人泪目。这段视频放大了家国之间的情

感关系，通过音乐的渲染，引起了观众强烈的

反响。这条短视频在抖音端的播放量近 5000

万，成为了爆款作品。

《小强热线》 抖音短视频 《隔着玻璃亲吻

你》，以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护士陈颖和男

友的动人爱情故事为切入口。由于受到疫情的

影响，两人不得不推迟原本定在情人节的婚礼，

男友每天凌晨“陪”她上下班。2月4日晚上这

对情侣终于见面了，这是他们11天来第一次见

面。他们隔着玻璃戴着口罩亲吻，倾述着相互

间浓浓的思念。男友说着“我好想你”，女孩偷

偷抹去了眼角的泪水。这段疫情期间的爱情，

让网友们纷纷点赞，感叹：“这就是爱情最美好

的样子”。这条短视频虽以编辑为主，但抓住了

隔着玻璃亲吻这一感人的细节，放大了爱情的

力量。爱情胜过了疫情的残酷，温暖着观众的

心，从而成为了又一个爆款产品。

此外，《小强热线》抖音短视频《星星最明

亮》《荆门万人送别》等作品也是由于现场的真

实感和强烈的情感共鸣成为了爆款产品。

三、挖掘人物 暖人心扉

在这次战“疫”报道中，大批医护人员舍

生忘死、“医”无反顾地奔赴湖北抗“疫”一

线。面前是疫情，背后是真情，这些最美的逆

行者书写着最感人的故事。浙江新闻频道迅速

推出了 《医疗日记》 板块，以短视频的形式记

录了他们在武汉方舱医院工作的日子，展现了

那些奋战在抗击疫情第一线的白衣战士不畏艰

难、不辞辛劳的奉献精神。而这些碎片化的短

视频，以其独有的人物、感人的瞬间刷屏网络。

2 月 16 日浙江新闻频道推出的 《突然间泪

流满面，浙江援武汉女护士的这段语音刷屏

了》。短视频以援鄂医疗队员杭州中医院护士朱

佳清的一段语音编辑而成。朱佳清在日记中叙

述道：“今天应该会是我终身难忘的一天，累并

快乐着。我一直担心的是43床的患者，从前天

开始，他的病情突然恶化。他已经写下了遗书，

歪斜的字体能勉强认出：‘我死后，我选择我的

遗体捐给国家！’在医生和两个男护一路护送下，

患者今天终于安全顺利地抵达金银潭！我突然

间就泪流满面，幸好我们努力了，幸好不再是

那种失败后的无力感，抬手拿起还剩了的半瓶

可乐，一口气灌下去，健康活着的感觉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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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文原生态地保留了朱佳清这段哽咽自述，

真情实感，彰显了人性中最坚强的爱，让观众

瞬间泪目。这段刷屏网络的短视频在微信客户

端阅读量迅速突破１０万+，并被人民日报、

新华社等央媒纷纷转载。

《医疗队日记》中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

医院李珉医生的短视频 《尿不湿的经历，让我

一个大男人毕生难忘》 也是让人感动不已。作

为第五医疗小组的组长，李珉医生进入 ICU 隔

离病房工作 6 小时，加上前后穿脱防护装备的

流程，大约 8 小时不能吃喝任何东西，也不能

上厕所。短视频中他叙述道：“在值班时，尽管

入病区前有意少喝水，但快下班时，我实在是

憋不住了。当时，我真感谢自己穿着纸尿裤！

一种尴尬到极致又很庆幸的感觉。虽然我的防

护服里产生了一个沉甸甸的“大包袱”，但总比

尿湿裤子要好看。回去休息时，在电话里，我

和妻子女儿提到这件事，结果她俩哈哈大笑。

但女儿乐着乐着就哭了，她说：‘爸爸，你真的

辛苦了’！这段尿不湿的经历，让我一个大男人

毕生难忘。”

没有人生而英勇，只是有人选择无畏。这

一个个真诚而质朴的短视频，是医疗队成员用

自己亲身经历写下的感人的故事。浙江新闻频

道把援鄂医疗队员碎片化的叙述进行有效整合，

挖掘人物自身的感动瞬间，起到了很好的战

“疫”宣传效果。

四、组合出击 大小屏融合

在重大突发事件面前，主流媒体就是要勇

于担当，高举高打，搭建政府与公众互动的沟

通平台，让专家成为主心骨，让观众吃到定心

丸。新闻化的电视产品由于时长和叙述语境很

难在新媒体平台上进行分发传播，于是大小屏

融合，组合短视频就成为一种新的尝试。利用

移动用户碎片化的时间，把传统新闻报道和访

谈中的一个句子、一个片段、一个现场进行放

大，直奔主题，通过传统媒体自带的公信力形

成爆款。

2020年1月30日浙江新闻频道根据电视新

闻报道编辑的短视频《杭州一企业30人开会11

人传染》，在微博端的播放量超 3000 万，话题

阅读量超 3 亿，并被中国新闻网等大 V 转发。

这是根据浙江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发布会上发

言人的一段话编辑的短视频，因为信息权威，

内容具有相当高的关注度，因而成为了爆款。

浙江新闻频道公众号推文 《我们不怕发现

多，就怕漏掉有没有》 则根据李兰娟院士作客

浙江卫视演播厅的访谈内容整理编辑而成。因

为梳理后信息更清晰，话题更具吸引力，阅读

量很快达到了80万+，分享量2.5万。

进入战“疫”新阶段，随着疫情的逐渐好

转，浙江各地企业加快复工复产。浙江新闻频

道联合浙江省委宣传部、省人社厅等推出“春

天行动—穿越大半个中国来接你”等系列活动。

2 月 20 日，浙江新闻频道推出的短视频 《一架

飞机跨越千里，送去了扶贫队带回了复工队》，

以帮扶工作队队长沈翔“带去的是‘扶贫力

量’，带回来的是‘脱贫希望’！”这一片段化

的新闻报道为主线，一架航班串起“复工”和

“扶贫”两大主题，巧妙展现了浙江高效、集

约、科学恢复经济生产正常运行的速度和效率，

反映了浙江对口帮扶，实现脱贫攻坚的决心和

努力。该短视频虽然短小精悍，但却现场感十

足，人物表达精确，主题凝练，用合适的音乐

营造氛围，调动观众情绪，极具网感，烘托出

浙江复工复产的主旋律调性。

“春天行动”通过传统新闻报道+融媒直

播+短视频的组合传播方式，大小屏互动，相

同的内容通过不同平台分发，生产相关短视频

上百条，系统地宣传了浙江包车、包机、包专

列迎接外地务工人员返杭复工的“三包”工作，

为企业复工复产起到了很好的助推作用。

新媒体时代已经到来，在2020年的这场新

冠肺炎疫情新闻战“疫”大考中，各大传统媒

体仍然发挥着主流发声的正能量优势，但仍需

培养自我的创新意识。抛弃一些传统电视的思

维定式，坚持内容为王，以现场的细节入手，以

人物为主体，做好大小屏互动，组合出击，讲好

新闻“好故事”，传递人间正能量。传统媒体和

互联网新媒体不是相生相克，而是互为依存、融

为一体的关系，只有学会“两条腿”走路，才

能实现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互动传播效应，引

导舆论导向，在融媒大战中“突围而出”。

（作者单位：浙江教科影视频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