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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深度融合

科技频道 《百姓零距离》 以及金华电台综合广

播 《金广早新闻》 等栏目，实时动态报道、深

度故事讲述三位一体，形成“一次采集、多元

生成、多平台传播”的新媒体格局，全方位、

多角度、立体化提升主旋律传播的引导力、影

响力、公信力。

高举主流媒体的旗帜，在主旋律传播上从

“不失位”转变为“站 C 位”。此次金华广电的

实践充分说明，在融媒体发展中已经“回过神”

的地方媒体，正在尝试探索下一步的融合方法，

立足地方、明确站位、充分使用移动媒体技术，

尝试探索信息传播的新边际。地方传统媒体一

方面肩负着传播主旋律的责任，一方面肩负着

突围发展的生存压力，只有不断创新内容和传

播手段，在打造信息互动空间上切实向深挖掘，

线上线下齐发力，才能不负使命，重塑媒介格

局和舆论生态，转型成为适应时代发展的“新

型主流媒体”。

参考文献：

①徐光春《为建党助航 为革命发力——陈

望道首译<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的重大历史

意义》，《浙江日报》，2019年04月22日。

（作者：陈江苹为金华市广播电视台高级编

辑、融媒体评议中心主任；王琳艳为中国传媒

大学博士、南京传媒学院副教授）

摘要：在不断发展变化的融媒体时代，基

层媒体如何有声有色地做好重大主题宣传报道，

本文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宣传报

道为例，从内容挖掘、传播方式、活动策划三

个角度展开分析。在宏大背景下，主题宣传报

道也应与时俱进，坚持策划先行，聚焦基层，

用大众喜欢且乐于分享的传播方式实现多平台

发力，融主题宣传于活动中，切实增强新闻宣

传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

关键词：舆论引导力 短视频 活动植入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从提出

到现在已有15年。这句深富内涵的经典论述已

成为中国百姓耳熟能详的“金句”，润物无声地

融入到了寻常生活中，且随着时代车轮滚滚向

前，愈益彰显出强大的生命力。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既是习近平总书记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的理念，也是各地生动的发展实践。本文以

鄞州区融媒体中心及省内其他媒体针对“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所进行的相关宣传报

道为例，分析梳理宏大背景下重大主题宣传报

道的叙事角度和报道策略，以及在全媒体传播

的竞争中，如何开拓思路，彰显特色，通过新

技术手段、新传播模式的应用，借助线上及线

下活动植入主题宣传，从而达到入耳、入眼、

入脑、入心的传播效果。

一、内容为本，多层次深挖掘，提升新闻

舆论社会引导力

一是讲真实惠，述幸福事。2020 年浙江省

“五水共治”工作把群众治水获得感及幸福指数

作为一个极其重要的考核指标。同样，我们的

宣传也应该在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上多做文

章，通过治污治水的前后对比，从百姓生活起

居变化、乡村经济发展着手，讲述“看得见”

的幸福故事，以及“摸得着”的未来生活。宁

波市鄞州区融媒体中心开设了 《“绿水青山就

融媒体时代融媒体时代
如何做好重如何做好重大主题宣传报道大主题宣传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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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金山银山”理念的鄞州实践》《品质大提档

治水鄞行动》等专题，分别从乡村振兴弹好“协

奏曲”、产业升级做好“加减法”、全域治理念好

“山海经”等角度入手，采写了如《三招妙棋 咸

祥巧辟农渔旅融合发展之路》《昔日下山脱贫 今

朝上山致富 塘溪镇东山村的乡村振兴之路》等

主题报道，展现了鄞州全域范围内一幅幅生产、

生活、生态“三生融合”的富春山居图，使“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同时也为多平台编发奠定了基础。

二是抓小人物，提引导力。绿水青山人人

爱人人享，这项工作不仅需要各级政府、职能

部门的努力，更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主题

报道常以行业典型人物、事件为主要对象及报

道选题，体现其先锋姿态、职业情怀和最新精

神，这样的报道不可少。但就传播效果来说题

材过于常规，不容易出彩，传播力也相对较弱。

而接地气的百姓身边小人物的故事，生活中每

天都在发生的普通人的故事，反而更容易引起

人们的兴趣与关注。目前，鄞州区共有1000多

名不同年龄层、不同职业的“民间河长”。鄞州

区融媒体中心就从中挖掘出了一名特色个例：

“民间河长”聂正斌利用自身专业特长自发研制

无人船，日常生活中认领自己所住社区周边的

几条河道，义务开展巡河工作。同时他还发动

组建了“春天护河团”，带领社区的其他居民一

起对周边河道开展巡查和监督，遇到异常情况

及时通过微信群向相关管理部门反映，解决了

不少问题。鄞州区融媒体中心刊发的 《日行 2

万多步 2 年巡查上百条河道 民间河长聂正斌：

研制智能无人船为河道体检》 一文，一经报道

就受到宁波市及省内多家媒体关注及相应报道。

同时，报道还得到了上级领导的批示和点赞，

提出治水拆违和生态环境治理等工作推进要充

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发挥人民群众的智慧

力量以及科技创新的支撑作用。

二、移动优先，短视频巧借力，构建多元

传播全媒体矩阵

2019 年，短视频行业规模增长虽有所放

缓，但短视频依然是移动互联网发展新的流量

池，并一举超越综合视频，成为中国第三大移

动互联网应用。从用户规模看，截至 2020 年 3

月，我国短视频用户规模为7.73亿，较2018年

底增长 1.25 亿，占网民整体的 85.6%。与传统

的图文、长视频报道不同，短视频将视觉与听

觉融为一体，以其多元化、即时性、简单化、

移动性、社交性的特征，迎合了移动互联网时

代的受众碎片化“阅读”的习惯。时长以秒来

计算、可在社交平台上进行实时分享的短视频，

已成为大众获取信息和休闲娱乐的重要方式。

利用短视频进行宣传已经越来越成为媒体

和新闻工作者关注的重点，是融媒体时代新闻

宣传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因此在策划前期，

需要把“短视频”作为重要载体进行精细谋划。

对“大主题”做“小视角”处理，运用网络表

达方式，利用短视频“社交基因”推动内容生

产与传播，借助新技术优化作品呈现方式，增

强重大主题宣传的表达效果。由鄞州区融媒体

中心策划的 《鄞州水美》 1 分钟短视频，在

“网红小姐姐”的带领下，从城市到农村、从高

楼林立的南部商务区到小溪潺潺的鄞州“香格

里拉”、象山港海岸线，一路向东，用时下年轻

人最喜欢的 vlog 拍摄形式打卡鄞州水美景点。

在介绍鄞州山水之美的同时，也起到了“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宣传效果。《同心治

水》 短视频则以水环境执法者、治水工程建设

者、内河“清道夫”、管道疏通员、护河志愿者

等不同治水人为拍摄主体，用数据将日常工作

进行量化体现，将这些平凡人背后鲜为人知的

辛苦和付出浓缩在 1 分钟里，借此呼吁全社会

共同维护来之不易的“绿水青山”。

近年来，传统媒体的影响受到了很大的冲

击，流量被抖音、快手等各类短视频公共平台占

据，大量的受众“阅读”时间被瓜分。在此背景

下，人民日报、央视新闻等中央级媒体纷纷在各

类短视频平台上开设账号，超百万阅读量和点赞

量的“短视频”爆款频出。所以传统媒体要利用

好这些短视频平台以及其自身所带的海量传播迭

代效应，做好“借船出海”的文章。2020年由

鄞州区融媒体中心承办的以“美丽鄞州”为主题

的短视频大赛继续展现鄞州山水之美，讲述“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好故事、好经验，传

递正能量，优秀作品还被安排在抖音、百度、

新浪、凤凰、网易、今日头条、腾讯、一点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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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鄞响等各大新媒体平台进行展播，以扩大

重大主题宣传报道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三、创新为要，主题活动植入，增强宣传

鲜活度和体验感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故事“说”得再精彩，

也不如身临其境，真真实实感受一番。融媒体

时代，越来越多的媒体参与到各类活动的策划

和组织中去。如何不断创新，把活动做好，既

要吸引受众，同时又要将宏大的宣传主题巧妙

地“植入”其中，这考验着媒体人的综合素养。

由鄞州区融媒体中心策划并组织开展的鄞州区

“我身边的最美河道”活动，前期征集候选河道

并进行网络展示，邀请公众参与投票；组织民

众、媒体、河长代表组成看河团，到现场看河

评审打分；开展河长擂台赛，21 位竞演河长同

台“比武”，讲述创新做法、经验亮点。由治

水、生态环境领域和媒体等组成的专家评审与

大众评审联合打分，最终评出10条“我身边的

最美河道”。通过一系列的活动和相关配套宣传

手段，将“五水共治”工作不断向纵深推进，

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植入人心。

由浙报宁波分社联手宁波各县市区融媒体中心

共同发起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跑团，

以群众性乐跑活动，跑进宁波各践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取得丰硕成果的“点”

和“线”，看美景、尝美食、品美好生活，感受

百姓绿色发展的获得感，将主题宣传与群众活

动相结合。如2020年7月3日，“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跑团跑进了象山县茅洋乡，和众多

跑友一起用脚步丈量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并

浓缩成10分钟左右的短视频。活动沿途设计安

排了粮仓、网红玻璃栈道、朴舍、花墙村等特

色景点和民宿，最后以介绍当地的特色海鲜

“无边际海鲜”收尾，全方位展现了绿色发展和

全域旅游相结合的生动案例。

（作者单位：宁波市鄞州区广播电视台）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

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

的力量。地方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提升民族文化自信，应以提升地方文化自信为

首要前提。①地方文化是指一个地方特有的历史

遗存、文化形态、习俗、生产生活方式等，对一

个人的成长、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对城市形象

的塑造、城市内涵的丰富有着更为举足轻重的

作用。在媒介融合背景下，人们获取文化产品

的途径更多，需求更多元，地方文化产品的供

给也面临更大挑战。作为地方传媒的主力军，

地方广电的新媒体平台需要承担起更大的责任。

一、媒介融合背景下地方文化传播现状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使人们的文化生活方

式和文化活动方式发生了极大的改变，人们在

网络上也不仅仅局限于获取新闻内容、手机游

戏、长短视 （音） 频、网络小说、公众号等，

多渠道多平台给了网民特别是年轻网民极大的

网络娱乐空间，这也为地方文化的传播带来新

的挑战。

（一）网络亚文化冲击主流文化地位

互联网时代，媒介传播的“去中心”“去门

槛”特征日益明显，其本质是以个体创造和使

用为基础的“端点媒体”，具有成本低、表达自

由、监管难等特点，这为网络多元文化的涌现

提供了现实基础。网络论坛、QQ、微博客、微

信、短视频、网剧、手机游戏、二次元等等，

不断迭代的各类平台和应用丰富着网民的文化

浅析广电新媒体浅析广电新媒体
如何助力地方文化传播如何助力地方文化传播

施熠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