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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深度融合

县级融媒体中心有效支持建设路径刍议

摘要：对县级融媒体中心而言，要实现深

度融合、做大做强，除了专业因素外，还有许

多非专业因素的影响，笔者以为，在非专业

因素中，当地党委政府支持的关键包括：当地

“一把手”思想认识上的高度重视；体制机制上

的赋能创新；党委政府多举措支持下媒体造血

功能的多重发力等。

关键词：县级融媒体中心　深度融合

在媒体融合大潮下，县级融媒体中心纷纷

建立，在全国实现了全覆盖。面对如何深度融

合、如何做大做强这些紧迫问题，各地进行了

多种多样的探索和创新，走出了具有地方特色

的路径。

对县级融媒体中心而言，要实现做大做强，

除了新闻专业上的创新创优、深度融合、采编

人员素质提升等因素以外，还有许多影响县级

媒体融合发展的非专业因素。这些非专业因素

当中，县级党委政府支持无疑是其中最关键的

因素。那么，党委政府支持有哪些路径呢？结

合德清等地的实践，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思想认识上的高度重视

首先，县级融媒体建设是新时代治国理政

的重大举措，党中央高度重视，多次指示县级

融媒体中心建设工作。2018 年 8 月 21 日，习

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重

要讲话，强调“要扎实抓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

设，更好引导群众、服务群众”；同年 11 月

14 日，中央通过《关于加强县级融媒体中心建

设的意见》，提出“要深化机构、人事、财政、

薪酬等方面改革，调整优化媒体布局，推进融

合发展，不断提高县级媒体传播力、引导力、

影响力”。

对应中央的高度重视，县级党委政府“一

把手”和县级融媒体中心“一把手”的重视，

是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中领导重视的关键因

素，尤其是县级党委政府“一把手”的重视，是

关键中的关键因素，是影响县级融媒体中心体

制机制改革、融合平台渠道优化、造血功能强

化等诸多因素的关键，是影响县级融媒体中心

发展的诸多外在因素中的关键因素。只有县级

党委政府“一把手”真正认识到县级融媒体是

基层党委政府治国理政的重要平台，才能真正

高度重视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才能充分调动

县域内各种资源支持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才

能为当地媒体融合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和

发展生态。

县级融媒体中心“一把手”的高度重视，

是落实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关于推进媒

体融合各种政策方针最终能否落地生根的关

键，否则就谈不上开花结果。

二、体制机制上的赋能创新

媒体融合或者说媒体发展，体制机制建设

是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

县级媒体在单位属性上，历来就存在定

位难的尴尬问题。在媒体内部，被称为“三不

像”，即机关不像机关，事业单位不像事业单

位，企业不像企业。党委政府很多时候都把县

级媒体当作党政机关来要求、审计和考核，而

实际运行过程中，又似乎更像是一家国有企

业，作为市场主体参与市场竞争。比如，湖州

市三家县级融媒体中心每年创收都在 2-3 亿

元。再如德清，中心领导班子除了主任（台

长）是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兼任，是公务员外，

其他 5 人都是事业编制，整个单位总共 410 人

的职工队伍，近 300 人是合同制聘用人员。中

层干部的任用、有关经费开支等都要求按照党

政机关来操作，实际运行中存在诸多不便或者

不顺畅因素。

根据公益二类事业单位的定位，一方面是

事业单位，具有社会公益性质，从事媒体活动，

服务社会；另一方面又是国有企业，作为市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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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开展广告宣传、数字电视、智慧工程等多

种经营活动，参与市场竞争，承担市场风险。

既然同时又是国有企业性质，根据两个方面

的定位，只要有利于公益宣传，有利于国有企业

发展，有利于县级融媒体中心做大做强，就要

在体制机制上解放思想，赋能创新，进一步释

放生产力、发展力，促进融合发展、持续发展。

从当下实际看，在坚持党管媒体，坚持舆

论主阵地方向的前提下，县级融媒体中心在体

制上，全面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监督、

考核是行之有效的。

从大的方面讲，对融媒体中心的考核主要

是意识形态主体责任的落实情况以及国有资产

的保值增值，根据工作实绩考核领导班子和全

体员工的收入，事业编制员工身份冻结，实行

企业化运作，进行绩效考核，退休后恢复事业

编制身份。

三、媒体造血功能上的多重发力

高标准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需要大量

的财力物力投入和支撑。只有进一步增强县级

融媒体中心的造血功能，形成多重发力的良好

局面，才能更好地满足高标准县级融媒体中心

建设的需要。而政府的大力支持是增强融媒体

中心造血功能的重要因素。政府应采取多予、

少取、放活的方针，支持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

（一）直接的财政拨款支持

一般来讲，特别是财政实力强大的县市

区，很多地方是财政直接拨款，比如萧山，每

年给广播电视台 2000 万。湖州地区三个县的

财政直接拨款应该说都不是很大。像德清，包

括全额拨款事业编制人员经费等，财政每年下

拨 700 多万元，其中还包括《德清新闻》报纸

的发行补贴。

（二）给予税费政策优惠或返还

为了进一步支持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对

媒体每年缴纳的税费，当地政府可以采取按照

宣传文化税费政策优惠或者返还。2020 年，

德清县融媒体中心缴纳的税费总额达 777.33

万元，其中地方税费 243.51 万元。如果采取

优惠政策或者返还，或者就是地方税费减免，

也是一种不小的支持。

（三）人员编制上给予支持

对县级融媒体中心而言，如何解决合同

制员工的编制问题，是一个始终需要面对的问

题。德清县融媒体中心现有职工 410 人，其

中事业编制才 110 人，合同聘用以及劳务派遣

等人员达 300 人，占比达 73.17%。而决定县

级融媒体中心加快发展的关键因素恰恰是人才

队伍的建设问题。这就需要解放思想，改革创

新，突破体制机制的束缚，大胆解决合同聘用

人员中优秀人才的编制、中层干部任职资格等

问题，进一步推动新闻事业快速发展。

（四）其他政策性支持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政府还可以采取

多种形式，加大对县级融媒体中心的支持力度。

1. 结合智慧城市建设，在开展数字化工程

建设时，将工程项目向当地的融媒体中心下属

公司倾斜

近几年来，像湖州市的德清、安吉、长兴

三县，当地政府通过会议纪要等多种方式，让

三县融媒体中心下属的数字电视网络有限公司

承接了大量的政府项目，比如像社会监控的

“雪亮工程”等，使网络公司的收入结构得以

更加合理化，避免了传统数字电视业务下降带

来的冲击，使融媒体中心有更多的财力物力来

支撑媒体融合的深度推进。

再如诸暨市融媒体中心积极打好智慧项目

攻坚战，拓展以数据传输为基础的多功能增值

业务，落实乡镇智慧电梯、智慧交通、智慧水

利等项目，智慧停车泊位已达 3000 个；嵊州

市融媒体中心以“城市大脑”建设项目为总抓

手，积极参与药店智能化视频监控、平安城市

智能监控等项目建设，尝试向综合智慧工程服

务商转型。

这些都是在当地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各

县级融媒体中心充分发挥媒体品牌和技术资源优

势，在稳定基础业务的基础上，积极拓展多元

化经营渠道，不断寻求突破和创新的典型案例。

2. 政府部门（包括镇街）的户外广告业务

指定由县级融媒体中心承接

作为新闻机构，新闻宣传和广告创收是

其两大核心业务，做起户外广告来，也应该是

驾轻就熟。事实上也有这样的成功案例，像福

建的尤溪县、浙江的青田县以及江苏的一些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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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当地县委县政府的政策支持力度很大，其

中一条是把当地部门乡镇的户外广告业务全部

让县级融媒体中心来承揽，包括策划、设计、

制作、安装等，大大增强了媒体的造血功能。

3. 政府部门（包括镇街）举办的各类活

动，交由县级融媒体中心承办

每年县级层面以及各部门和乡镇都有大量

的活动要举办。而县级融媒体中心拥有电视台

举办活动的优势，所以各地融媒体中心都承办

了不少活动。但是近几年来，比如德清竞争日

趋激烈，有上海、杭州的文创公司，包括本地

的文旅集团也加入到竞争中来，对新闻机构而

言，流失了不少活动承办的业务。作为当地党

委政府，可以考虑将这一块业务交由县级融媒

体中心来承办，作为政策性的支持。

4. 对县级融媒体中心“两微一端”等新媒

体的支持

政府部门（镇街）的一些新媒体需求，优

先向县级官方媒体购买服务。例如政务合作

宣传、开设镇街部门融合号等；对于新媒体创

业项目，希望政府能根据项目给予创业基金

支持，扶持项目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实现国资

参与，保值增值；对于县内重点新媒体产品，

通过行政手段进行推广，充分占领网络舆论

阵地。

在长兴县，由于县委主要领导的大力支

持，2019 年 4 月 19 日，长兴县开始对政务微

信公众号进行清理整顿工作，220 多个县直机

关单位、镇村等政务微信公众号停止运营，占

全县政务微信公众号数量的 80%。同时，对保

留归并的一批公众号，建立严格的审核与发布

制度，实施媒体融合战略做强做精，为长兴县

融媒体中心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起到了强有力的支撑作用。 

当然，在县委县政府加大扶持力度，给

予多种形式支持的同时，县级融媒体中心自身

也要拓宽思路，改革机制，增强造血功能，加

强培训学习，加快人才队伍建设培养，创新创

业，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打造媒体与市场

融合的核心竞争力，使主流媒体具有强大传播

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形成网上网下

同心圆，让正能量更强劲，主旋律更高昂，走

出县级融媒体中心快速持续发展的新路径。

（作者单位：德清县广播电视台）

2020 年 8 月 15 日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理念提出 15 周年。15 年来，浙江大地

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特

别是广大青年，用自己的青春热血，用自己的

聪明才智，在乡村的广阔舞台上，抒写出乡村

振兴的美丽画卷。为此，在“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理念提出 15 周年之际，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央广网携手浙江之声和各市县宣传部、

融媒体中心，特别策划推出了大型融媒体系列

报道《山中青年》。通过记者的深入采访，记

录下一个个印象深刻的平凡小事，描绘了一个

个顽强拼搏的美丽形象。

一、围绕时代主题　上下联动　密切合作

新闻媒体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不但要把

政府部门的政策声音及时传达给群众，而且要

不断创作适应满足时代要求的精品力作。这就

要求媒体从业者要以时代主题为新闻报道的切

入点展开宣传，弘扬主旋律，发挥主流媒体的

主体责任作用。

2020 年 7 月，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浙

江省网信办的指导下，总台中国之声、央广

网、央视新闻、央视频联合浙江之声和浙江各

市县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合作报道“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在浙江乡村的发展践行

季建明

融媒体时代宣传报道理念与创新浅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