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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深度融合

——义乌融媒体分中心建设的实践与探索

媒体融合向镇街延伸

摘要：2019 年 8 月以来，义乌市融媒体中

心在后宅、苏溪两个镇街开展融媒体分中心建

设试点，结合新时代文明实践，通过布局信息

技术、新闻宣传两张网，让技术和人才资源下

沉，把媒体融合向镇街延伸，打通融媒体宣传

“最后一公里”，拓展基层宣传思想文化阵地，

助力新时代文明实践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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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融合

2019 年 4 月 30 日，原义乌市广播电视台

和义乌商报社合并成立了义乌市融媒体中心。

依托中央厨房建设，广播、电视、报纸等传统

媒体和新媒体融合发展，再造采编流程，新

闻采编实行“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多渠道分

发”，突出移动优先战略。媒体整合后，义乌

市融媒体中心的人才、技术、平台资源等优势

得到扩增。

同一年，义乌市委根据中央和省委部署，

加快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这是深入宣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重

要载体。义乌 14 个镇街启动建设新时代文明

实践所（站），着眼于凝聚群众、引导群众，

以文化人、成风化俗，调动各方力量，整合各

种资源，创新方式方法，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牢牢占领农村思想文

化阵地，动员和激励广大农村群众积极投身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抓住这一契机，义乌市融媒体中心在后

宅、苏溪两个镇街开展融媒体分中心建设试

点，结合新时代文明实践，通过布局信息技

术、新闻宣传两张网，让技术和人才资源下

沉，把媒体融合向镇街延伸，打通融媒体宣传

“最后一公里”，拓展基层宣传思想文化阵地，

助力新时代文明实践的开展。

一、基础设施共建

在镇街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时，义乌

市融媒体中心参与设计施工融媒体分中心，在

文明实践所里布置直播间、融媒体工作室、技

术用房，配套摄像、剪辑、视频直播、视频会

议、广播系统等融媒体设备，并与融媒体中心

中央厨房连接，实现信息数据共享、统一协调

指挥。比如，派驻义乌苏溪镇的全媒体记者

在当地完成新闻采访后，可以在分中心剪辑编

辑新闻稿传回中央厨房稿件库，提高了采编效

率。苏溪镇开展的文化活动、工作会议，需要

视频直播的，可以由苏溪融媒体分中心设备和

人员配合完成，直播视频可以到达苏溪镇各村

各户，也可以在手机移动端收看。

二、宣传专栏共办

合作镇街在义乌市融媒体中心旗下的数字

电视拥有各自镇街模式宣传版块，包括共办一

档本地电视新闻栏目，如后宅街道的《后宅之

窗》、苏溪镇的《今日苏溪》。同时在义乌市融

媒体中心旗下的新媒体平台设立镇街分站。比

如，在爱义乌微信公众号和义乌城市网分别给

苏溪镇开设了苏溪分站页面，苏溪的新闻、文

化活动、风土人情等信息可以通过义乌市融媒

体中心新媒体平台得到快速全方位发布。

三、宣传队伍共管

义乌市融媒体中心目前在每个分中心派

出 3 名工作人员，和镇街文明实践所工作人员

一起开展工作。比如，苏溪镇融媒体分中心 2

名采编负责《今日苏溪》采编，1 名采编负责

文明实践活动策划联络。同时，共同建立一支

宣传信息员队伍，由镇街下属部门、村居（社

助力新时代文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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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指定人员兼职组成。他们扎根基层，触角

广泛，为镇街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和新闻宣传

提供线索和素材。义乌市融媒体中心对宣传信

息员进行业务培训和业务管理。

四、活动载体共享

镇街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开展的各类活动，

由义乌市融媒体中心和镇街发挥各自优势共同

策划和组织实施。以苏溪镇为例，每周五在直

播间开展一次视频直播活动，主题包括党史讲

座、安全生产知识、健康养生讲座、疫情防控

知识、孝义文化讲座等，通过数字电视和爱义

乌移动客户端等全媒体直播。每月逢 5、逢 10

的日子开展乡音大喇叭广播宣传相关政策。同

时，线下每年组织 20 多场活动，包括广场舞、

红歌合唱、诗歌朗诵等文艺比赛，“义乌好司

机”“你孝起来真好看”“我在苏溪挺好的——

外来建设者防疫留义过春节”等文明实践活

动。这些活动通过义乌市融媒体中心全媒体平

台发布，扩大了影响力。

义乌开展融媒体分中心建设试点 2 年来，

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从社会效益

来看，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是时代之

需、使命所系、群众所盼，是守正创新做好基

层宣传思想工作的战略举措。义乌市融媒体中

心把媒体融合向镇街延伸，既是助力镇街新时

代文明实践，也巩固和拓展了基层新闻宣传阵

地，打通了融媒体发展的最后一公里。2021

年，8 个镇街微信公众号由义乌市融媒体中心

代运行，13 个镇街在爱义乌新闻客户端建立分

站。从产业发展来看，融媒体分中心建设加强

了与镇街的紧密联系，加快了有线电视向数字

电视、高清电视正转的进度，农村数字电视用

户得到巩固和发展。2021 年数字电视用户保

持在 18 万户以上。同时，数字监控、智慧停

车场等新型业务得到拓展。2020 年、2021 年

全市乡镇农村数字监控安装业务营收每年超过

3000 万元。与后宅、苏溪两个镇街开展新时

代文明实践合作每年带来营收超过 350 万元。

不过，目前义乌融媒体分中心建设试点也

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目前乡镇广电站功能

停留在数字电视安装维护上，全面推进分中心

建设在管理机制、人才储备等方面还不适应；

分中心运行成本过高，智慧服务、宣传平台内

容建设有待加强等。如何完善融媒体分中心建

设，加快乡镇广电站转型，更好发挥融媒体分

中心作用，做强做大融媒体产业，尤其是如何

拓展文化产业值得进一步探索。

一、创新管理机制

在义乌市 14 个镇街开设融媒体分中心，

如何创新管理机制，加强协调管理，控制运行

成本是关键。建议可以开展项目制管理模式，

中心设立专门的管理团队，建立绩效考核机

制，统一指挥、协调管理分中心人员。

二、加强队伍建设

媒体融合发展涉及多方面人才，包括广

播、电视、报纸、新媒体采编和技术人员。要

加快乡镇广电站转型，突出全媒体人才培养，

尤其骨干人员选拔非常重要。融媒体分中心重

点要策划组织各类活动，实现全媒体播发，既

要发挥电视的直观优势，又要发挥移动直播的

快速简便优势，建设融媒体发展团队。

三、完善宣传载体

融媒体分中心是一个全媒体报道团队，一

方面依托中心中央厨房优势，一次采集，多种

生成，多平台分发，为中心给新闻平台提供丰

富的新闻素材，充分为合作镇街做好宣传。另

一方面，在数字电视、网站、移动客户端等平

台建立镇街特色宣传版块，满足各自镇街群众

各种信息需求，增强用户黏性。

四、拓展产业范围

镇街融媒体分中心与乡镇农村地缘接近

性更加紧密，除了巩固拓展数字电视用户职能

外，重点可以在代运行创收、活动创收、信息

服务创收、智慧服务创收、文化产业发展等方

面拓展新空间。

（作者单位：义乌市广播电视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