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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目前许多基层广电台的发展现状，或许可

以抛弃一些外在的华丽，在压缩制作成本的基

础上，寻求形式简朴又行之有效，而且更利于

多方接受的问政节目类型。具体来说，可以有

几个方面的尝试。

一、融合地方政府定期推出的“局长在线”

活动开展

“局长在线”活动借助于地方政府的 12345

热线，由相关部门以电话问答的形式，接受百姓

的咨询和投诉。这种活动的特点是气氛相对平

和，参加的“局长”没有面对聚光灯和点评嘉宾

的压力，双方能就共同的话题展开诚意的沟通。

设想一下，如果电视台能将这样的活动通过前期

现场采录，抽取合适的内容予以播出，继而又

去关注百姓所提交话题的处理解决进程，或许

更能引起广大受众的兴趣，也能让人在跟随事

件的解决过程中学到相应的政策法规知识点。

二、深入乡镇机关拓展节目素材源头

与“局长在线”活动同理，电视台可以联

合乡镇政府，在每月特定的时间里，选择当地

机关会议室，由乡镇领导集中接受村民的现场

咨询与投诉。合适的环境氛围容易绽放出原生

态的真实效果，电视屏幕上偶尔夹杂着以农村

方言出现的问政现场，减少主持人的作用，也

不需要所谓的嘉宾点评，节目或许将更接地气，

也显得更为亲民、饱满与朴实。

三、以电台传播的形式替代电视传播的

形式

相对于电视采制所必需的摄像机镜头，电

台录音的方式更利于问政双方抛弃胆怯心理而

顺利进入角色，也更利于基层媒体将此办成一

档常态化的、同时又是省时省经费的节目。

总的来说，基层媒体可以通过对问政节目

形式的积极探索，在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挖掘

节目可看性的基础上，利用好当下的全媒体传

播环境，让节目更具生命力和影响力，从而达

成媒体的品牌塑造。

（作者单位：江山市广播电视台）

陈雅萍 陈雯雯

地方媒体如何通过品牌活动地方媒体如何通过品牌活动
创新营销方式刍议创新营销方式刍议

2020-2021 年，丽水市莲都区融媒体中心

连续两年联合多个部门精心策划跨年活动，获

得了较高的活动影响和经营效益，进一步提升

了媒体自身和古堰画乡景区品牌的影响力、美

誉度。

纽约时代广场跨年狂欢、迪拜跨年烟火秀、

爱丁堡火把游行等都是国际上著名的跨年活动，

每年吸引着数以万计的游客慕名前往。随着跨

年市场的不断升温，国内也涌现出了“西安

年·最中国”活动、海口跨年狂欢季、上海外

滩跨年倒计时等一批热门的跨年品牌。纷至沓

来的游客给当地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许多

城市都摩拳擦掌想要抢占跨年市场的蛋糕。每

年各大省级卫视也纷纷抢占跨年宣传的红利，

争取通过相关活动分得营销红利的一杯羹。以

下笔者着重解析地方媒体如何通过品牌活动的

打造创新营销模式，并通过活动取得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一、适应新传播体系 打造一流跨年IP

（一）活动策划品牌化

策划 2020-2021 跨年活动不仅是为了进一

步扩大丽水古堰画乡景区的品牌影响力，也是

为了抢占“景区跨年”这一市场空白，更是为

了打造古堰画乡跨年产品体系以及跨年活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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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堰遇千年，画里跨年”2021 古堰画乡

“这才是跨年”活动以品牌化的思路去策划、包

装和推广，做出了1+1＞2的宣传效应和经济效

益，逐步将古堰画乡打造成为未来的跨年热地。

（二）活动开展市场化

本次活动首次尝试招商工作，利用活动开

展中各大媒体聚焦画乡的良机，为合作商家提

供相应的品牌曝光率，最终招募了 1 个战略合

作商、3个制定赞助商以及10余个本地合作商，

这种合作模式后续也可以沿用效仿，也是市场

化运营的必要手段。

（三）活动宣传立体化

此次跨年活动吸引了三大央媒的共同关注，

跨年主题系列活动千年古宴、龙庙新年祈福民

俗活动、古堰画乡微改造诸葛亮会受到了央视

频和人民日报的关注，其中仅“舌尖上的千年

古宴”这一活动在新华网就有 40 万人在线观

看。据统计，此次跨年活动还在凤凰网、浙江

新闻、无线丽水、莲连看各大平台进行全程直

播，全网点击突破 200 万，百万网友在线上收

看了这一场别开生面的跨年活动。

除了三大央媒，活动宣传及推广期间，今

日头条、新浪网、腾讯网、搜狐网、一点资讯、

凤凰网、浙江新闻、杭州都市快报、丽水新闻、

丽水日报、丽水在线等媒体争相报道，其中杭

州都市快报 2 版重推、丽水日报 4 版连载更是

体现了对此次活动的重视。据统计，截至今年

1月4日，全网曝光量已破千万，很好提升了活

动品牌影响力。

此次跨年活动邀请了 10 名 50 万级别的网

红以及一名300万粉丝的网红“小一姐姐”。其

中 10 名 50 万级别的网红们在 12 个小时的直播

中吸引了 300 余万人次在线观看。小一姐姐则

和古堰画乡 Local 女团一起参加了跨年诗会手

势舞表演，并合作拍摄了 5 部短视频作品，目

前全网播放量已破500万。

二、立足古文化底蕴 打造一流跨年IP

“古堰”累积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画

乡”承载了艺术家们对美的追求，深厚的文化

土壤为丽水莲都打造跨年 IP 提供了源源不断的

养分。古堰画乡跨年活动深度融合“千年”文

化，吸收着八百里瓯江最瑰丽河段的灵气与精

华。举办“诗和远方入画来”主题诗会，紧扣

瓯江山水诗之路这一文化大命题，展现古堰画

乡颜值与气质并存的一面；举办香樟树下跨年

祈福和龙庙新年祈福民俗活动，让非物质文化

遗产丽水鼓词和舞龙鱼灯等民俗表演大放光彩；

舌尖上的千年古宴展现最本土的莲都味道，以

堰头村十大古建筑命名古宴上的十大碗，再融

汇宴席上的山光水色，把古堰画乡的感官体验

从视觉听觉细化到唇齿之间。如此声、色、味

俱全的文旅宣传策划，为游客和市民奉献了最

具莲都特色的元旦跨年。每一位游客都可以在

这里寻找到自己钟情的“年味”。

三、创新思路选取潮方式，打造一流跨年IP

“枕石漱流”即为隐居的生活，利用节假日

时间短暂“隐居”是当下年轻人热衷的出行方

式，“隐居画乡”也正是莲都古堰画乡的主要情

怀特质。然而浙江的古镇星罗棋布，差异化已

经越来越成为古镇发展的重要因素，隐逸和潮

流的结合绘就了古堰画乡最斑斓的色彩。莲都

的跨年活动策划风格年轻潮流，结合历史却不

囿于历史，如抓住国风国潮热度，将“星空朗

读”调整为“国风诗会”；策划深受年轻人追捧

的游艇假面派对、“艺术与生活”拍卖会以及在

大樟树上全息投影狂欢倒数。其中最经典的是

结合古堰文化策划剧本杀《消失的守堰人》，以

最古韵的文化结合最潮流的活动，成为跨年活

动中最火热的冬日亮点。

四、未来产业营销模式新思考

（一）资源整合，九城区域联动

丽水全域称得上是一座千姿百态的大花园，

9 个县(市、区)各具特色，以系统概念和 High

玩丽水的跨年主题包装联动九(市、区)AAA 级

以上景区和村镇，串珠成线，比如将龙泉的青

瓷宝剑文化、缙云的黄帝文化、景宁的畲乡文

化、遂昌的汤显祖文化、青田的侨乡风情、庆

元的廊桥菇乡、莲都的巴比松文化等不同县、

市的自然风光与人文资源进行整合，就能创新

丽水跨年活动特色，扩大市场影响，打造全域

范围内的文旅跨年IP。

（二）文旅融合，创新产品谋划

由于目前跨年活动的受众群体以年轻人和

亲子家庭为主，因此，在产品设计时尽可能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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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年轻人对时尚、新鲜事物的追求和亲子家庭

对互动和陪伴的需求。同时，产品设计还因兼

顾对本地文化的挖掘，进一步激发文旅融合新

活力。如“西安年·最中国”活动中，把长1.5

公里的现代唐人街作为活动核心区，划分演出、

巡游、非遗、市集、互动等区块，1000余名中

外演员轮番上演，既让旅游成为一种全新体验，

又展现文化资源富矿的品位。再如古堰画乡景

区在 2021 年“堰遇千年 画里跨年系列主题活

动”中，创新推出全网爆火的真人实景剧本杀，

将潮流元素与古堰画乡景区自然风光、人文特

色完美结合，互动体验与解密探秘兼顾，受到

了游客的喜爱。

通过跨越时代和文化的原创内容加之激发

情怀和温度的宣传策划，“堰遇千年，画里跨年”

2021古堰画乡跨年活动总曝光量高达1000万+，

元旦期间游客总人次同比增幅达到 1512.48%，

营业收入同比增幅 87.77%，极大地提升了古堰

画乡景区及跨年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老去又逢新岁月，春来更有好花枝。”打

造跨年 IP 既为莲都文旅融合发展提供了蓝色沃

土，更为唱响莲都好声音谱写了前奏乐章。莲

都媒体将继续联动多个 A 级景区，打造全域范

围内的文旅跨年 IP，让莲都成为国内一流的跨

年旅游目的地。

（作者单位：丽水市莲都区融媒体中心）

摘要：合理开发政务资源是当前城市广播

电视台摆脱经营困境的重要发力方向，由于欠

缺成熟的运作模式，一时之下，政务合作简单

化、浅层次现象突出。本文着重思考和探讨新

形势下如何创新政务合作的方式方法与路径，

以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最大化，培育媒体融

合发展新优势。

关键词：媒体融合 政务合作 路径探讨

融合是媒体转型发展的时代趋势。当前，

不少媒体都处在融合转型阵痛期，受众覆盖率

下滑、用户黏度趋弱、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下

降，平台价值难以凸显，经营创收形势不容乐

观。相关统计显示，2019 年全国广播电视和网

络视听业务实际创收达 6766.90 亿元，同比增

长 19.99%，但与之形成反差的是，全国传统广

播电视节目销售收入近四年来首次下降，仅为

497.66 亿元，同比下降 22.55%。①城市广播电

视台 （以下简称城市台） 由于特殊的历史和现

实原因，平台知名度、节目影响力、经营创收

等方面面临的压力，更加突出。

在新的发展形势面前，如何打开发展新空

间，发掘发展新通道，培育发展新优势，成了

城市台必须回答的时代答卷。鉴于历史传统和

现实需求，开发政务资源、拓展政务合作空间，

成为大家的普遍选择。近年来，政务资源占城

市台经营创收的比重逐步提升，甚至成为部分

城市台的主要创收来源。不可否认，政务资源

开发是一把双刃剑，如何把握政务资源开发的

时、效、度，实现新闻宣传和经营创收双促进

双提高，更需要在实践层面大胆探索、谨慎

推进。

一、当前政务资源开发的主要渠道

新闻信息有两大属性：一是意识形态属性，

二是商品属性。政务资源开发是新闻两大属性

的融合性拓展。对媒体来说，开发政务资源的

主要渠道是依赖各级政府部门资源，提供新闻

信息服务，从而获得适当的经济支持。目前，

浅谈政务资源开发的浅谈政务资源开发的实现路径实现路径实现路径实现路径实现路径实现路径实现路径实现路径实现路径实现路径实现路径实现路径实现路径实现路径实现路径实现路径实现路径实现路径实现路径实现路径实现路径实现路径实现路径实现路径实现路径实现路径实现路径实现路径实现路径实现路径实现路径实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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