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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深度融合

摘要：2022年 4月 20日，象山合力营救巨

鲸，用 21个小时创造中国奇迹。这场“鲸”动

世界的救援行动起于自然、发于理念、终于美

好，通过新媒体的多种传播手段，生动演绎了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案例。

关键词：县级融媒体 象山合力救鲸 国

际传播

作为一家县级融媒体，象山县传媒中心在突

发事件“救鲸记”中成功出圈，国际传播中带来

以“亿”为单位的点击量和关注度，背后的原因

值得探析。

近年来，象山动物世界故事精彩纷呈。“山

水精灵”悄然增多，“神话之鸟”缘定铁墩屿，

消失的大黄鱼又回来了。它们的光顾，印证着傍

海而行、以渔为生的象山人对自然的敬仰和对生

命的珍视。“万物共生、美美与共”的理念，已

经深入象山百姓的内心，成为一种朴素的内在自

觉，催化出许多主动为之的保护行动。这场

“鲸”险的生死大营救，便是一次生动体现。

象山合力救鲸记中，笔者的姨父是石浦渔

民，他把鲸鱼搁浅的视频发在家庭群里。看到这

个视频后，作为象山县传媒中心通联部编辑的笔

者第一时间向单位领导汇报。领导马上核实新闻

事实，安排采编线各司其职，采访部和新媒体部

做新闻直播，外宣通联部成立中央、省、市、县

及海外媒体“象山合力救助鲸鱼”新闻报道群，

四级传播联动，海内外集群式报道，现象级传播

就此展开。

作为县级融媒体，象山县传媒中心在国际传

播中如何“传递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的？

一、柔性叙事方式，情感共鸣打动海内外受众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国际话

语权，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

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

作，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①融通中外

是构建对外话语体系的关键，要打造融通中外的

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达。情感共鸣是国际交流

的公约数，以情感共鸣为基础向海外受众展示中

国与中国文化。

国际传播的关键是讲故事。在象山“合力救

鲸记”中，抹香鲸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一般

生活在海洋的深水区，一旦搁浅，救护往往特别

困难。为了解救这头抹香鲸，派出所民警、消防

战士、渔政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热心群

众自发加入，大家在烈日当空下不停挖坑、泼

水，防止鲸鱼脱水，多方参与凝聚起了救援的强

大力量。救援人员在泥潭中奋战 20 多个小时，

始终不放弃，而是用磅礴爱心共同谱写了生命的

奇迹。拼尽全力，保护生物，每一个微小的行动

都是动人的元素。每一个细节都是一曲出彩的故

事。在讲好中国故事中，既发挥着主人公的作

用，又承担主讲人的角色。在象山“合力救鲸

记”新闻报道中，县级融媒体充分调动中央、

省、市、县四级媒体联动传播，内宣外宣合力发

声，形成对外讲好中国故事的“大合唱”。

县级融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的提升，需要重

视国际上共赢主题、共通价值的探讨和表述，展

示中国与中国文化的包容、开放特质。在“象山

合力救鲸记”的集群式报道中，正如新华社专栏

作家宋金波在评论中所写，“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时

期，人们仍然愿意关注鲸鱼搁浅及其救援，这是

人类对大自然发自内心的尊重，是一个高级物种

面对另一种高级物种陷入困境时的惺惺相惜。”②

早在2000年8月，黄根宝、林永法等21名

象山船老大成立了我国第一个以保护海洋为宗旨

的“中国渔民蓝色保护志愿者组织”，向全世界

渔民发出“善待海洋就是善待人类自己”的倡

县级融媒体国际传播创新路径探析县级融媒体国际传播创新路径探析
——象山“合力救鲸记”新闻实践复盘

郑 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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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随着“蓝色护海”接力棒的代代传递，生态

保护的观念慢慢深入普通百姓的内心，成为一种

朴素的内在自觉，催化出许多主动为之的保护行

动。此次全民关注、营救抹香鲸的美好故事正是

鲜明的例证。

这场现象级直播中，当代中国人对生命的尊

重和强烈的生态文明意识，借着这可爱的鲸鱼得

以向全世界展示。

二、优质内容为王，创新国际传播理念

象山“合力救鲸”是一次非策划性的事件性

新闻。新闻媒体在报道议题架构和报道内容选择

时，完全是以各方合力救鲸的即时素材采集为基

础的客观呈现，既没有人为干预事实本身，也没

有刻意宣传的痕迹，是忠于真实场景的客观陈

述。象山“合力救鲸”在全球传播中能够走红，

成为现象级传播，各级各类媒体通过立体化的呈

现，每个人对一条搁浅鲸鱼的牵挂，是真善美的

表达，象山人民对鲸鱼的救助故事闪耀着真诚、

善良和人性的光芒。

讲故事是讲事实说服人、讲形象打动人、讲

情感感染人、讲道理影响人。“讲好故事”说起

来容易做起来难，象山“合力救鲸记”的集群式

报道从真实的影像透视中国海洋保护生态文明建

设。对于合力救鲸过程中的每个阶段和每个细

节，象山县传媒中心都进行个性化、专业化的大

量优质视频化创作，全面展现真实的新闻现场，

借力海外大V参与扩大影响力等多样形态，在传

递充满温情的中国海洋动物保护故事方面进行了

有益的探索与实践。同时，在“合力救鲸”的新

闻报道中因时因势施策，重视合作联动、互联互

通，坚持合作共建与自有渠道相结合、传统媒体

与新媒体相结合、大中小屏相结合，借力主流媒

体构建立体化国际传播矩阵，运用年轻人喜闻乐

见的传播方式讲好中国故事。

综合运用多种信息采集技术及传播手段，象

山“合力救鲸”的新闻占据各大国际媒体的报道

版面和新媒体平台，与综合采用各类信息采集技

术和信息传播技术密不可分。新技术的灵活运用

完整、真实记录了救助鲸鱼动态影像资料，而且

这些图像和视频能够实时更新，有利于社交媒体

的快速传播和迭代，为国际传播提供了丰富的报

道素材。

三、传播渠道立体多元，开启对外传播新时代

4月19日，一条抹香鲸在宁波市象山县石浦

镇海域搁浅，象山县传媒中心同步在 Twitter、

Facebook、Instagram、YouTube 四大海外社

交媒体跟踪上传救援过程，并开设中英文话题

“#营救抹香鲸、#SpermWhaleRescue”。

经连夜救援，20日5点30分救援成功。中

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驻东盟大使邓锡军、驻

巴巴多斯大使延秀生、驻巴基斯坦大使馆文化参

赞张和清、驻斯里兰卡大使馆、驻瑞士大使馆等

推特账号均发布象山营救抹香鲸相关内容，泰晤

士报、法新社官网、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周

末清晨》栏目、美国公共广播电台等媒体均主动

发布正面报道。

该话题吸引了众多海外网友参与互动讨论，

印度尼西亚推特大 V 蒙提摩恩 （Daemoen） 连

续发布帖文，评论此次营救成功是一次从搁浅到

面临死亡，并最终重获自由的过程。

生活在北京的推特大 V 哈维尔·加西亚

（JavierGarcía） 持续以多种语言发布营救跟踪

帖文，为中国营救抹香鲸点赞。不少海外网友在

帖文中评论道，拯救一头抹香鲸，其意义已经超

出行为本身，中国不惜人力物力，快速集结、全

力救援体现的是在中国所有生命一律平等，是对

自然的敬仰和对生命的珍视。

“象山合力救鲸”的新闻报道，新华社以

英、日、法、西、葡、俄、泰、土耳其、印尼

等 9 种外文向世界播发，被法新社等各国媒体

广泛转载。中国日报海外版、香港大公报、大

公文汇网、泰晤士报、欧洲时报等媒体纷纷报

道。各国大 V、网友持续发帖评论，赞扬中国

对搁浅抹香鲸的营救。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华春

莹在Twitter社交平台上推出相关贴文《Mira-

cle at dawn!》：奇迹出现在黎明！经过 20 个

小时的艰苦营救，今天上午，被困在浙江象山

的抹香鲸安全返回水域。

四、“借口发声”，撬动国际传播舆论天平

美国学者桑斯坦在其代表作《网络共和国》

《信息乌托邦》中，均提到“信息茧房”“个人日

报”等术语，并将其视为对个性化新闻传播的一

种批评。③

中国要“讲好中国故事”需要克服东西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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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差异带来的交流障碍。不同国家的跨文化适应

与跨文化特征各有不同，中国的国际传播策略可

以抓住不同国家、区域受众的关键特征进行精准

化传播，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

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

“借口发声”，利用海外社交媒体，使其主流

声音通过受众自发地广为传播，以此来占领舆论

高地，改变国际舆论环境。县级融媒体作为打通

基层传播“最后一公里”的实施者，在当下媒体

深度融合的移动传播时代，有条件走向全国，面

向世界。县级融媒体掌握鲜活的第一手新闻素

材，可以充分发挥扁平化传播优势，立足当地，

创新传播方式，拓展传播渠道，全面提升国际传

播能力。

人人都是中国故事的讲解员。新时代的中国

正进行着史诗般的壮阔实践，创造着一个又一个

奇迹。这些丰富的新闻实践给国际传播提供了丰

厚的素材和广阔的空间，作为最基层的融媒体平

台，县级融媒体有责任更加积极地扮演中国故事

讲解员的角色，把中国故事讲得更精彩、生动和

鲜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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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象山县广播电视台）

摘要：近年来，随着新媒体的快速发展和

持续迭代升级，传统的传播格局发生了根本性

变化。这对基层主流媒体新闻舆论工作而言，

既得到了更为广阔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如何

有效应对复杂网络生态的挑战。本文从全媒体

时代主流媒体新闻舆论工作面临的难点入手，

分析存在问题，提出相对策略，为顺应新媒体

时代新闻传播的特点，做好新闻舆论工作提供

借鉴。

关键词：全媒体时代 主流媒体 舆论引导

一、全媒体时代对主流媒体新闻舆论工作的

影响

进入全媒体时代，新型传播即时性、大容

量、互动性等特点，对基层主流媒体新闻舆论工

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一）网络舆论影响越来越强

进入全媒体时代，网络已成为舆情最为重要

的聚集地，不同社交平台借助网络传播的便利

性，使得舆论场能容纳的观点和声音越来越多，

网络舆论已成为一种新的社会力量，甚至影响支

配着整个社会的舆论走向。近年来，在大多数的

舆论事件中，主流声音和民间舆论场出现分歧的

情况下，正向的舆论引导被网络上的不同声音所

弱化，主流媒体如何坚守舆论阵地、占据传播高

点面临更为复杂的形势。

（二）内容审核挑战越来越大

传统媒体对新闻内容审核有一套非常严谨的

制度，以保证新闻稿件的可靠性与可信度。进入

全媒体时代新闻内容审核面临巨大挑战。一方

面，新闻传播即时性要求，使新闻发布面临发声

提速的挑战。如何优化审稿流程，提高审核时效

全媒体时代主流媒体舆论
引导力提升路径探析引导力提升路径探析

叶淑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