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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新媒体新媒体新媒体新媒体新媒体新媒体新媒体新媒体新媒体新媒体新媒体新媒体新媒体新媒体新媒体新媒体新媒体新媒体新媒体新媒体新媒体新媒体新媒体新媒体新媒体新媒体新媒体新媒体新媒体新媒体新媒体：：识其识其““大体大体””方得方得““大局大局””

与传统媒体相比，微信公众号、APP 客户

端等新媒体具有时间快速、内容精简、形式丰

富、标题新颖等特点。正确把握运用这些特点，

新媒体作品可以获得合适定位，展现新时代媒

体特征，赢得更多用户青睐。

一、新媒体是“刚刚体”

报道刚刚发生的新闻是新媒体的最大优势。

发挥好这个优势，新媒体就具有了先发制人的

首发效应，满足用户的求新需要。

2020 年初，常山县委十三届八次全体 （扩

大） 会议召开，主要任务是总结回顾2019年工

作，研究部署2020年工作。我们在会议召开当

天上午，通过“慢城常山App”推出两条快讯。

第一条 《刚刚，常山县委十三届八次全体 （扩

大） 会议召开》，在会议开始后 10 分钟左右推

出；第二条 《定了，常山 2020 年的“365”这

样奋斗！》，在会议结束后的10分钟之内推出。

为做好这两条快讯，我们做了“慢慢磨”

的文章。会议召开前一天，编辑部争取拿到未

定稿的县委全会报告，采编研读报告，商定快

讯内容：第一条主要推送全会的主要任务，第

二条主要推送2020年的工作着力点。报告的第

一段是讲述全会“主要内容”的，第一条快讯

内容就基本敲定。关于2020年工作，报告都有

明确具体的阐述，抓住要点概括，快讯内容就

有了。这样，两条快讯内容在会议召开之前，

就初步走了一次采写审核流程，并按照新媒体

版式作了编排。

这次全会除了安排文字、摄像两名记者，

还增加一名摄影记者。会议上午 8:30 开始，前

方文字记者一边听报告，一边核对报告内容，

现场内容若对报告作了修改，并且与快讯内容

有关的，及时与后台编辑沟通。摄影记者先拍

摄含有主席台和会标的全景图，迅速发给编辑。

编辑进一步审核第一条快讯，配上会场全景图，

上午 8:42 推出第一条快讯。为体现“刚刚发

生”的特点，快讯内容具体写明会议开始时间：

今天上午8:30。第二条快讯，图片可以多几张，

编辑接到会议结束的信息，即时推送。

这两条快讯前呼后应，重点推送的是第二

条。第一条快讯让用户产生“常山2020年怎么

干”的心理预期，第二条快讯让用户的心理预

期得以实现。从阅读转发情况看，第二条快讯

更有“刷屏”“霸屏”的报道效果，让关心常山

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在最快的时间里，大致了

解常山的重大时政动态。

报道刚刚发生的新闻，除了要做好前期准

备，还对采编即时互动交流、正确把握新闻内

容提出了更高要求，是团队练兵的一次检阅，

也是媒体提升公信力、影响力的良好时机。这

种“刚刚体”的报道，还是要把信息准确放在

首位。

二、新媒体是“简约体”

新媒体首先要报道好刚刚发生的新闻，把

具体、全面、深入的报道任务让位给报纸、电

视等传统媒体。所以，新媒体内容要简洁，抓

取用户最想获得的信息推送，收到直抵用户心

灵的报道效果。

常山县举行今年第一批重点项目集中开工

仪式，我们推送了这条快讯。县领导在开工仪

式上介绍了全县2019年重点项目推进情况、本

次集中开工项目基本情况以及这些项目对本地

经济社会发展的带动作用。在商量快讯内容时，

我们确定报道重点是本次集中开工的10个项目

的大概情况，除了常规简讯内容，还进行列表，

简明扼要地展示了10个项目的名称、地点、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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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时间、投资额度等信息。全县2019年重点项

目推进情况和本次集中开工项目对本地经济社

会发展的带动作用等内容，适合传统媒体做深

入报道，安排在县“两会”召开前后的“2019

年度工作回眸”和“2020 年工作展望”等专

题、专版刊发。重点项目集中开工，常山每年

都要举行多次，预期报道效果不会很好。快讯

推送出去，阅读量却呈现“井喷”。对此，我们

做了分析，因为内容精要到位，所以很多用户

阅读后产生了转发念头。但如果报道面面俱到，

内容庞杂，用户看了就看了，不会为我们点赞，

更不会自觉转发及让更多的微信朋友分享这条

信息。

简约不是简单。内容简单大体是以字数、

篇幅来衡量，简约不仅仅是指篇幅尽量简短，

更是指报道要研究用户需求，符合当今“快餐

式”阅读的时代特征。简约的报道，不是“抓

到篮里都是菜”，对内容不加选择；也不是随意

“去头掐尾”，对内容任意“砍伐”，而是深入谋

划、精心采写、创新编排的新闻精品。

三、新媒体是“综合体”

报纸富有文字的感染力和图片的冲击力，

广播节目凭借磁性的声音吸引听众，电视报道

拿画面解读新闻以画面取胜，传统媒体各有所

长。新媒体报道形式可以有文字、图片、音频、

视频、抖音、H5等，把丰富多样的报道手段综

合起来，融为一体集中推送。

新媒体作品 《收到朋友圈求助，常山教师

夫妇半夜护送学生急诊》 讲述了这样的故事：

某天后半夜，常山一位小学生发高烧需要急诊，

孩子父母不在身边，陪伴的奶奶不会使用网约

叫车平台，非常焦急。后来，这位奶奶想到了

微信朋友圈，于是她拍摄了一段视频发在朋友

圈，寻求帮助。当时，这位学生的班主任刘老

师正好醒来，随手拿起手机刷朋友圈，刷到了

这条求助微信，刘老师和同样是老师的丈夫说

起此事。之后，刘老师夫妻驾车把患病的学生

及其奶奶送到医院急诊科，由于就诊及时，孩

子没有大碍。

这是一则普通的暖心新闻。第二天上午，

采写这条稿件时，我们拍摄了刘老师与在外地

工作的学生母亲通话报平安的视频，察看了这

位奶奶微信的相关聊天记录，发现常山教育界

一个微信群大片点赞这对教师夫妇的评论。我

们还拍摄到学生奶奶登门感谢老师的场景。编

排稿件时，我们把这些相关内容作了合理剪

裁，恰当地运用到报道当中。新媒体报道既有

文字介绍故事的来龙去脉，也有教师与家长远

程互动的视频资料，还有奶奶感谢教师紧紧握

手的图片，以及相关微信聊天的截图。这些内

容有的可以还原半夜发生的故事，有的可以印

证半夜救助的事实，有的赞扬老师的凡人善

举。各种报道方式的综合运用，让报道内容丰

富起来，新闻故事的真实性得以展现，现场感

更强、更真实。

综合运用各种报道方式，要讲究合适的策

略，不能不管需要与否，追求方式多样，随意

堆放各种素材，这样会造成过度消费报道方式

的累赘之感。

四、新媒体是“标题体”

这里说的“标题体”不是“标题党”。“标

题党”是极度追求标题严重夸张，以标题吸引

眼球博得点击量，帖子内容通常与标题完全无

关或联系不大。“标题体”则是追求标题合适、

巧妙。题好文一半，这个纸媒的报道规律也适

合新媒体作品。

有的标题一览无余，是对新闻故事的提炼

概括。以 《收到朋友圈求助，常山教师夫妇半

夜护送学生急诊》 为例，用户看了这个标题就

基本了解事情大概。怎样做好概括？这里有讲

究。用词用语要有“卖点”，甚至有“引爆点”。

“朋友圈”“教师夫妇”“半夜护送”等词语，都

可以引发一般用户的广泛关注。在朋友圈看到

求助，要不要伸出援助之手？可以看了不管，

当作没有看到，何况还是半夜。但是这对教师

却管了，更显其精神可嘉。单个教师关注度可

能不高，“教师夫妇”就不一样，用户会想知道

是哪对教师。

有的标题半遮半掩，激发用户阅读内容。

常山开启“作风治理年”活动，其中一项大的

活动是组织全县县管干部分期参加作风建设专

题培训。按照常规，报道可以“常山县县管干

部作风建设专题培训班举行”为题，这样的标

题四平八稳，不能说不行，但不是可以吸引用

业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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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的好标题。新媒体报道把标题改为 《这成为

常山干部热门必修课》，改后的标题说到新闻主

体“常山干部”，但没有明确说出他们做了什

么、效果怎样等内容，这是新媒体引导用户的

一种“打开方式”。

有的巧用修辞，让用户会心一笑。《定了，

常山 2020 年的“365”这样奋斗！》，标题中的

“365”用了双关修辞，是吸引用户的一大亮

点。“365”一般会让人想起一年 365 天。快讯

中，“3”是指开展“三年活动”，“6”是指实

现“六大突破”，“5”是指强化“五个保障”，

“365”巧妙地概括了全年的工作要点。这个修

辞让用户产生“常山2020年天天都奋斗”的联

想，催人奋进，给人力量。

纸媒要在语言文字上下功夫，新媒体也要

注重构思，讲究辞章，富有文采，标题尤其

如此。

（作者单位：常山传媒集团）

摘要：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

短视频发展势头迅猛，“抖音”“快手”等短视

频平台风生水起。在当前的知识经济时代，音

频已成为知识内容的传播载体，这也为短音频

产业发展创造了新的机遇。本文通过剖析短音

频生产的现状，寻找对策，为县级媒体短音频

发展提供参考路径。

关键词：县级媒体 短音频 发展路径

这是一个媒体转型的时代，从传统媒体到

互联网，再升级到移动互联网，传播特征一直

在创新变化，顺应新技术潮流和传播趋势成为

发展的一种必然。正在“孵化”中的短音频已

经扬帆起航，县级媒体怎样才能有所作为，抢

得先机，打造这一新的传播亮点和高地呢？

一、短音频的概念及分类

什么是短音频？短音频是指在各种新媒体

平台上高频推送、适合在移动状态和短时休闲

状态下收听的音频产品。它具有三个特征：第

一是时长有限，多为3～5分钟，适合碎片化收

听；第二是主题鲜明，内容能吸引人，可以满

足个性化收听需求；第三是突出显示场景，可

以在线对其搜索和分类。与传统广播相比，短

音频更加注重“价值传播”，以满足移动互联网

受众的审美和认识需求，并促进与移动客户的

二次交流。

当前，短音频产品类型很多，主要分为伴

随和知识服务两种类型。伴随的音频主要包括

新闻、文化历史、读书音频、幽默笑话、生活

情感等。知识服务型侧重于满足知识学习的需

要，属于碎片化学习方式的产品，像蜻蜓 FM

推出的《3分钟讲科学》、“喜马拉雅FM”推出

的《5分钟心理学》等节目都颇受青睐。

二、县级媒体短音频生产存在的短板

根据第四十四次 《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

计报告》，截至 2019 年 6 月，我国互联网用户

数量达到 8.54 亿，使用手机上网的互联网用户

比例为 99.1%。从广义上讲，这些都是短音频

消费的潜在用户。可以说，短音频生产的前景

广阔，蛋糕很诱人。但县级媒体自身面临着不

少短板和问题，需要加以克服与解决。

（一）资源乏善可陈，制作能力较弱

县级媒体新闻信息、节目资源有限，所传

播的内容，会议新闻占比较大，对听众缺少吸

引力。而百姓喜闻乐见的新闻和服务类内容并

不多，客观上造成短音频产品来源少，难以形

成规模效应。同时，县级媒体的制作能力普遍

偏弱，不仅短视频制作难觅高手，音频制作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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