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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技术在重大主题报道中的新媒体技术在重大主题报道中的
应用实践探微应用实践探微

摘要：重大主题报道是县域党媒的重大宣

传任务，面对舆论生态、受众对象、传播技术

等发生的深刻变化，如何传播重大主题宣传报

道，新媒体技术被赋予了全新的使命。本文从

嘉兴首家成立的县级融媒体实践切入，通过运

用新技术新应用创新媒体传播方式，占领重大

主题报道传播制高点等实践成效，为探索创新

重大主题报道宣传提供更多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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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运用新技术新应用创新媒体传播方

式，着力建构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是媒体

融合发展的重要课题。作为县级融媒体中心，

利用新媒体开展重大主题报道，并不是简单

地将传统媒体的内容搬运到新媒体平台上，

而是通过探索新媒体技术在重大主题报道中的

应用，用技术为内容赋能，凸显融媒传播的强大

优势。

一、用“H5”技术打造产品，实现报道

承载量的扩张

随着受众需求的不断变化，用户对于新

媒体新闻产品“量”和“质”的要求也在不

断提升。这种变化和提升给新闻宣传带来了

新的挑战。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如何设

计打造出具有融媒特点和地方特色的建党百

年宣传产品？平湖市广播电视台精心策划，

在新媒体平台推出了“讲百物故事·学百年

党史”主题宣传报道，通过“以物见人、以

物见事、以物证史”，沿着实物的脉络一路寻

找平湖大地的红色过往。在寻访百件有意义

有价值的党史物件基础上，制作了 100 个短

视频，将平湖党史上留存下来的重要文献、

图片、实物等汇集在一起，让档案说话，让

历史发声。那么，如何将体量如此之大的内

容统一地呈现出来？我们选择了 H5 产品这一

载体。

HTML5 简称“H5”，是构建 Web 内容的

一种语言描述方式，是数字产品的制作语言，

支持视频、音频、图像、动画以及设备的交

互。因此，也是打造新媒体产品的一件利器。

在“讲百物故事·学百年党史”H5 产品

中，主要体现了两大特色：一是体验感。在

互联网时代，个性化的设计才能符合受众的

需求。我们在首页上利用全景技术将 100 个

视频海报进行立体式呈现，并且设计了球面、

环形、空间三种不同的呈现模式，用户可以

根据需要自主切换，同时也可以自主缩放拉

近。二是参与感。在阅读、观看的过程中时

时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观点，是时下受众青睐

的参与方式，因此我们在单个视频页面中不

仅提供观看视频、图文介绍的功能，同时还

提供发布弹幕的功能。

可以说，这个 H5 产品是在 H5 技术的基

业务研究





TELEVISION

B
R
O
A
D
C
A
S
T

T
E
L
E
V
IS
IO

N

视听纵横 2021·4

▲…
…

…

………

础上进行了二度开发，不仅承载了重大主题

报道庞大的容量，也用颇具科技感的体验吸

引广大用户，从而提升了传播的影响力。事

实证明，掌握了新媒体传播的特点，充分运

用新媒体技术，推出符合受众需求的产品，

新闻宣传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二、用VR技术丰富传播形态，为报道提

供新鲜样本

VR 是 Virtual Reality 的 缩 写 ， 可 以 及

时、没有限制地观察三维空间内的事物。利

用VR技术进行重大主题宣传报道，可以实现

素材从平面到立体的转变，时间从现在到过

去的转换，宣传从单项输出向双向互动的

变化。

“红色平湖·初心之旅”网上 VR 展馆是

平湖市广播电视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中策划推出的重点宣传创新项目。

这项利用VR技术开展的重大主题报道达到了

三个效果。

（一）新技术让报道“贴近实际”

“初心之旅”展馆利用 3D 技术将平湖市

域内红色教育基地及其陈列品移植到线上进

行展示，用户动动手指就能身临其境，使主

题教育宣传形式更生动活泼，也实现了主题

教育覆盖面的最大化。

（二）沉浸式体验让报道“贴近生活”

“初心之旅”各个展馆按历史时期顺序排

列，并制作成红色地图，每3天上新一处，每

上新一处点亮地图上相应展馆，点击即可进

入 VR 页面，通过 720°全方位场景实现沉浸

式体验。

（三）交互性让报道“贴近群众”

在参观 VR 展馆过程中还设置互动答题环

节，题目以展馆内容为主，用户在参观中可

以边看边答，让参与者真正融入其中。“初心

之旅”网上 VR 展馆参与人数达到了 13 万余

人次，包括旅居海外和身处全国各地的平湖

乡贤，充分展现了主流媒体在重大主题报道

中主动作为的使命感。

新技术的运用改变了信息流动结构，也

丰富了传播形态，使主题报道的形式“活”

起来、“动起来”。可以说，通过新媒体技术

的创新性运用，也为基层党建宣传提供了新

思路、新样本。

三、用“小而美”的技术创意，探索报道

内容生产变革

新技术的应用在重大主题报道形式创新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技术创意的迸发，对

于报道形式实现新的突破，则同样重要。

“我‘声’向祖国”微信小程序是平湖市

广播电视台在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期间推

出的新媒体产品。为更好地展现新媒体特点，

确定了以“小而美”为创作方向进行产品开

发。通过前期调研发现，以声音为主体的新

媒体产品在情感渲染上更具穿透力。为此，

“我‘声’向祖国”确定了“声音”这个主

题。小程序在 UI 设计上简洁美观，由 php 语

言编译，用户在小程序中可选择朗诵的曲目、

配乐，并实现录音、试听等功能，只需三步

操作就可自主创作一部音频作品，经审核上

传后可进行点赞分享，查看排名。产品一经

上线，用户反响热烈，共收到朗诵作品 490

余件，播放 26.1 万余次，点赞量8.4 万。以轻

度的功能承载了有效的情感传播，“小而美”

的价值体现得淋漓尽致，也让重大主题报道

更具时代感。

用户的参与性、互动性是新媒体传播中

的鲜明特点，内容生产主体的变革也可以充

分依托这一特点。通过新技术的运用，为主

流新媒体探索内容建设从 PGC （专业生产内

容） 到 UGC （用户生产内容） 的转变提供了

方向。

内容始终是重大主题报道的根本。在重

大主题报道中运用新媒体技术，是创新报道

方式、形态的一种途径，能使传播效果实现

质的飞跃。在互联网背景下，新媒体具有先

天的技术优势和作为媒体的信息服务功能，

也必将在推进媒体深度融合中承担越来越重

要的使命。

（作者单位：平湖市广播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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