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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第一手资源、原创内容。

所以它焕发出比传统单维原创

更强大的传播效能、商业价值

和模式意义。所谓 PGC、UGC、
PUGC等等，实际上也是几种不

同形式的整合生产模式。我们

怎么样通过要素经营的整合来

达到创新手段的原创，这次作

品的组织生产给我们提供了很

多的思考。

六、形态与表达：作品结构

的合适文本

几位主创人员发言中讲的

核心要义，总结概括起来就是

要找到作品结构的合适文本。

策划、设计、文本、配乐和技术

呈现等等，所有这些，共同来构

成一个作品结构的合适文本，

核心要义就是作品的形态与表

达，我们找到了其中的奥秘。

我们编辑在自己作品里选配的

音乐，竟然就是徐勇女儿徐安

给父亲追悼会选的《至爱梵

高》，她说她爸曾送她这首歌，

歌曲最后写的就是她爸。如此

巧合，只能说人类至高情感是

相通的，否则没有其他解释。

作品文本的传播张力因此裂变

提升。

七、传播与通道：生产组织

的目标达成

如果说，《徐勇，你好！徐

勇，再见！》这件新媒体作品，当

晚创制以后，仅仅通过集团自

有平台进行发布，也会引发大

家在各自朋友圈的自发转发，

我们也能达到初步的生产组织

目标。但是，面对当前传播迭

代以后的渠道位移，如果我们

仅仅止步于此，没有迅速跟进

的第二、第三乃至多轮基于不

同层面的通道构建和由此形成

的综合传播效应，那从融合传

播的角度、新媒体时代作品生

产的效益产出比来讲，都是远

远不够的，这件新媒体作品也

不可能产生目前的影响力。所

以今天，对传播与通道的充分

考量必须成为我们对新媒体时

代介入传播战略目标达成的理

解。我们不能也不应再习惯于

延续传统的故有语态，“电视机

前和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或许

曾经是我们的过往和全部，但

是今天我们已然告别了那个时

代。受众在哪里，我们就要向

哪里进军，要更好地去占有各

种新的传播通道，把我们的作

品和内容通过多个端口、各类

介质更加有效地抵达用户。

八、项目与规律：业务工作

的提炼积淀

前面讲小事件变成了集团

的一个大项目，但终归是一件

具体的业务项目。项目的规律

是什么？业务工作的提炼积淀

很重要。如果不搞这样的复盘

会，我们今天就不能形成这么

多与这件作品生产有关、更与

未来的作品生产相关的思想成

果。这与上次防御超强台风

“利奇马”报道业务研讨交流一

样，做一锅菜，及时回味，品鉴

火候生熟、油盐咸淡，养成习

惯，形成机制，促成业务队伍的

精进渴望。

（作者为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党委副书记、总编辑）

沈 芸

2019年11月25日21:32，中
国蓝新闻客户端弹窗推送了H5
产品《徐勇，你好！徐勇，再

见！》，推送词写道：“为人纯粹，

为师严厉，为友温暖……再见

了，徐勇！感谢你对新闻事业

滚烫的热爱和忠诚，感谢你留

下的无尽暖意。”随后，这个产

品迅速形成转发之势，引来无

数评论点赞。在自媒体不断缔

造“网红”的今天，一个普普通

通的新闻人的故事，为何能刷

爆朋友圈？分析这一现象级产

品，用全媒体流程的融合思维

打造典型人物报道，是中国蓝

新闻做出的积极尝试。

一、爆款产品，来自于匠心

立题

良好的选题判断能力，有助

于爆款的产生。关注社会舆

论，在热点话题期间，及时介入

立题、入题、解题
用匠心致敬匠心

——《徐勇，你好！徐勇，再见！》刷屏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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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引导，体现了出色的编辑

策划意图。新华社记者徐勇因

公突发疾病离世后，他的同事、

同行纷纷发文悼念，表达对这

位优秀新闻工作者的敬佩、哀

悼之情。集团编委会领导敏锐

地察觉到徐勇这个典型人物值

得深入发掘，察觉到他身上的

新闻人情怀值得进一步弘扬，

要求迅速在移动端介入传播。

11月 24日 19点多，由集团总编

辑华宣飞、副总编辑郭庆亲自

部署指导的徐勇事迹报道任务

正式下达。当晚，新蓝网就抽

调记者、摄像、编辑、设计、技术

骨干力量，组成项目组，紧急投

入 H5、短视频新媒体产品的制

作。此时，新闻的“第一落点”

已经产生，追踪“第二落点”的

意义便凸显出来。我们在“新”

字上下功夫。一是视角新。多

方联系采访熟识徐勇的浙江媒

体同行，回忆徐勇工作生活上

的点点滴滴，体现独家独到的

浙江媒体视角。二是形态新。

力求视觉化、互动化，以竖视频

拍摄制作蓝媒视频，以手绘风

制作H5产品，让网友在喜闻乐

见、潜移默化中实现传播。“第

二落点”的精到策划，多角度立

体式报道，也让人物形象更为

丰满、事迹更为感人。

二、爆款产品，来自于用情

入题

如何既展现主流媒体的公

信力和影响力，又融入新媒体

的鲜活灵动接地气，让典型人

物的故事入心入脑？这是我们

面临的新课题。采制这个产品

的过程，也是年轻记者在受感

动中传播感动的过程。一篇篇

感人至深的缅怀文章，一句句

追忆良师前辈的采访同期，都

让团队为之深深感动、几度落

泪。可以说，这个新媒体产品

是众多媒体人共同完成的作

品。正如一篇悼念文章中所

写：“怀念你的文字，谢谢你的

光，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并且把这光、这温暖传递出

去。”

在第二天上午的策划会上，

这个报道被定下的基调是：用

细腻的文风讲述故事，用个性

的语言传情达意。也就是说，

要哀而不伤，做出那种优质内

容的“高级感”。从短视频到

H5，两个作品都没有脱离现实

的随意拔高，没有高不可攀的

“高大上”形象，而是尽量用白

描手法，娓娓道来，清新动人，

言之有物、言之有情。尤其是

音乐的选用，非常符合徐勇的

人物形象和气质，提升了作品

的审美价值，体现了优秀作品

的内容魅力。

三、爆款产品，来自于互动

解题

新媒体时代，互动是增强用

户黏合度、扩大报道影响力的

重要手段。以这一理念为核

心，梯次生成、多次分发、多元

传播……从徐勇人物报道中，体

现了融合呈现的思路。11月 25
日下午 17点 58分，中国蓝新闻

客户端首先发布短视频《他是

同事心中的明灯，和浙江媒体

人有着很深的渊源》，立即引发

关注，钱江晚报小时新闻客户

端第一时间进行了转发；当晚

客户端又推送H5《徐勇，你好！

徐勇，再见！》，再度引发朋友圈

刷屏。可以看出，注重与用户

形成情感共鸣、思想认同的作

品，能够获得网友广泛转发。

根据集团编委会领导要求，徐

勇事迹的报道不仅要立体化呈

现，还要借船出海、借力打力，

在网上持续打造正能量热点。

随后，我们将产品迅速分发到

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新闻、

学习强国等各大主流客户端，

以及今日头条等各大平台端，

并进行“抖音体”等二次加工，

形成新媒体矩阵同频共振之

势，进一步扩大了报道的社会

影响力。

新闻人徐勇故事的刷屏，是

内容生产的精品化实践，完成

了向一位优秀新闻前辈的致

敬。这一新闻实践也证明了，

只要秉持“内容为王”，坚持用

户导向，强化团队协作，充分运

用多渠道融合传播，就能传承

起典型人物的精神内涵。

（作者单位为新蓝网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