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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传播之我见

摘要：在媒体深度融合发展攻坚期，短

视频成为主流媒体挺进主阵地、主战场的重

要传播形态，也是地方媒体突破传统圈层的

关键点。余杭区融媒体中心在坚持实施“移

动优先”战略之下，深刻认识到受众在哪里，

传播主阵地就在哪里，朝着短视频方向发力，

尤其在重大活动报道中，积极探索巧用短视

频扩大传播声量。

关键词：媒体融合 短视频 活动报道

一、内容视频化已成为地方媒体融合发

展的必然选择

近年来，媒体融合发展不断迭代升级，受

众对于资讯的传播方式和呈现样式的喜好也

发生了巨大改变。短视频凭借碎片化、个性

化、直观化的特点成为最“出圈”的传播样式，

抢夺了用户大量注意力。与此同时，传统媒

体深陷困境的根源是用户连接失效，尤其是

年轻人不愿意再通过传统媒体去获取各类信

息，传统媒体更需要通过内容视频化来重建

用户连接尤其是与年轻用户重建连接。

2023年 3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

的第 51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显示，截至 2022 年 12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10.67亿，其中短视频用户规模达 10.12亿，首

次突破 10 亿大关，用户使用率高达 94.8%。

而 2018年的短视频用户规模为 6.48亿，用户

使用率为 78.2%，近 5年间持续快速增长。内

容向视频化转型是地方媒体推进移动优先战

略的必然选择。地方媒体主动投入视频传播

主战场，不仅是媒体拥抱视频化趋势、主动融

入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的转型需要，也是以

优质视频、主旋律视频连接用户，进而壮大主

流舆论传播力和影响力的战略需要。

在媒体深度融合发展攻坚期，短视频成

为主流媒体挺进主阵地、主战场的重要传播

形态，也是地方媒体跨越传统圈层的关键突

破口。作为地方媒体的余杭区融媒体中心，

深刻认识到受众在哪里，传播的主阵地就在

哪里，受众喜闻乐见的传播形式是媒体转型

必须要正视的。有了这样的理念，余杭区融

媒体中心不仅在采编流程上做了改变，在坚

持实施“移动优先”战略之下，朝着短视频方

向发力，尤其在重大活动报道中，在与中央和

省市级媒体的合作中，积极探索巧用短视频

扩大声量，跳出产品同质化窠臼，在同一赛道

上，亮出不一样的精彩。

二、地方媒体借短视频扩大传播声量的

有益探索

一是立足本土优势，强化价值链接。地

方媒体，服务地方。这是地方媒体的地域属

性所决定的功能定位。深耕本土，挖掘更多

贴近本地生活、服务本地群众的新闻，正是其

传播价值所在。在众多媒体集中关注的重大

活动报道中，如何另辟蹊径，融入地方元素，

生产出更接地气的产品，是地方媒体的立身

之本，也是余杭区融媒体中心作为地方媒体

一直努力的方向。

2023年 6月 15日，也就是杭州亚运会倒

计时 100天，亚运会火种采集在位于余杭区的

地方媒体如何巧用短视频地方媒体如何巧用短视频
在重大活动报道中扩大声量在重大活动报道中扩大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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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传播之我见

良渚遗址公园举行。整场采火仪式由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进行直播。这一天，国内外媒体

都在聚焦这一盛事，作为本土媒体还能做些

什么？余杭区融媒体中心在提前谋划融媒传

播方案的过程中，把更多的人力和精力安排

在短视频策划生产上。除了常规直播拆条迅

速推送“点火”高光时刻等短视频外，特别策

划《解密》系列短视频，让受众更多地了解火

种采集背后的故事，建立起火种采集这一盛

事与这块土地，以及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之间

的连接。比如通过短视频解密火种采集仪式

开场情景舞蹈《良渚之光》，回答演出团队是

谁、创意来自哪里等问题；解密采火装置的神

秘感，回答为何采用良渚玉璧造型等问题。

这些短视频内容，因不被其他媒体关注而成

为独家。据统计，“天天看余杭”和“余杭发

布”两个视频号当天共计发布火种采集相关

短视频 20条，传播量达到 60.1万次。

在 2023 年 7 月 6 日“韵味杭州”亚洲 U16
女子排球锦标赛的报道中，余杭区融媒体中

心深知在这场同题竞答中，除了关注赛事本

身外，唯有深挖比赛背后的故事，才有制造

“爆点”的可能性。一场世界级赛事的顺利进

行，除了闪闪发光的选手在网前激战，保障运

动员无忧的“快擦手”和“球童”、幕后“打气”

的“排球体检员”也有着属于自己的光芒。让

他们的默默付出“浮出水面”能够引发更多人

的情感共鸣。因此就有了短视频作品《为你

点赞！》系列。通过观众、选手、教练等不同群

体的视角，为场馆、志愿服务、交通保障等点

赞，这些赛场外的“精彩”，都是展现亚运精

神、城市风貌的小切口。

二是更新话语体系，增强沉浸式体验。

不少地方媒体在视频化转型过程中，仍旧保

留着过去引导主流价值时自上而下的惯性思

维。但对于普通受众而言，居高临下的视频

语态容易引起对抗式解读。因此，地方媒体

短视频应当“亲民众之心”，硬话软说，运用网

络话语，建立平等对话关系，以用户思维更新

短视频叙事方式与话语体系。

此前公布的 2022年度浙江省广播电视节

目奖新媒体类节目奖名单中，余杭区融媒体

中心推荐的新闻性短视频产品《二十大时光》

荣获一等奖。这组短视频作品很好地诠释对

于重大活动报道如何转换话语体系的重要

性。2022年，余杭区融媒体中心作为全省唯

一县级媒体参加党的二十大现场报道。这是

难能可贵的重大会议报道机会，作为最基层

的媒体，该如何做好这组报道？中心迅速选

优配强，组建精干报道队伍，确定了一名前方

记者，并抽调 6名同志作为采编支撑团队。《二

十大时光》这组系列短视频以 Vlog的形式呈

现，在党的二十大召开期间，每天推送一条。

vlog这种灵活的叙事手法推动了新闻媒体追

求真相、保持原真的本质回归，参会记者通过

镜头带受众实景体验会场的庄严和隆重，感

受党代会各路记者的“十八般武艺”，聆听杭

州党代表畅谈参加二十大的感受，打卡“奋进

新时代”主题成就展探寻余杭元素，通过这样

一组 vlog 产品，让受众隔着屏幕找到了现场

感，给受众带来沉浸式体验的同时，也同样引

发对家乡的自豪感。这组产品在余杭区融媒

体中心的全媒体矩阵和天目新闻、中国蓝新

闻、浙江之声、杭州发布等各端口进行全网推

送，阅读量达到 100万+。
三是借势出圈，创作热点爆款。相比以

往，短视频意见领袖粉丝量高、粉丝黏性强，

传播辐射面更广，话语权也更高。地方媒体

如能借势借力，便能使主流声音与意见领袖

信息形成叠加效应，达到“1+1>2”的出圈效

果。“蹭热点”更是流量密码，地方媒体应培养

敏感的“热点嗅觉”，以此扩大媒体声量。

2023年 4月 21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主办，总台浙江总站和余杭区委区政府承办

的推动共同富裕浙江实践研讨会暨媒体行动

在余杭举行。余杭区融媒体中心主动作为，

联动多方力量，鲜活生动做好新闻宣传，为书

写浙江共富故事贡献了余杭精彩篇章。

余杭区融媒体中心“报网端微屏”等各平

台协同发力，巧用明星流量，在活动预热阶



BROADCAST
B
R
O
A
D
C
A
S
T

T
E
L
E
V
IS
IO

N

视听纵横2023·6

▲…
…

…

………

融合传播之我见

段，推出央视主持人康辉、邹韵、撒贝宁、尼格

买提“喊话”余杭相关预热短视频 6条，营造出

浓厚的宣传氛围。活动当日，主会场设置径

山茶茶艺表演，余杭元素精彩亮相，推出现场

短视频《4小时破 3000万！撒贝宁、贾乃亮在

余杭直播带货！》，总阅读量超 60万，在余杭区

内外形成强劲的宣传声势。活动后，充分利

用直播视频素材进行“二次传播”，形成“余音

绕梁”效果。《康辉：余杭一直是“优等生”，推

进共同富裕要做“全科优等生”》《邹韵的江南

情结——想撑一把余杭纸伞》等“爆款”视频

引发网友对余杭高度关注，进一步提升余杭

知名度和美誉度。

三、地方媒体如何进一步建立短视频用

户连接的思考

近几年，余杭区融媒体中心在新闻短视

频生产和传播方面的探索实践，为破解内容

同质化困境做了有益尝试。在媒体融合不断

走向深入的当下，前进路上依然困难重重，笔

者认为还将在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破题。

一是搭建矩阵，提高用户黏性。基层媒

体短视频账号普遍存在定位不清的问题，将

严肃的时政新闻、轻松的体验类Vlog、深度的

人物专访、小众的知识科普等内容截然不同、

目标受众也截然不同的短视频发布于同一账

号。虽保证了发布频率，保持了活跃度，但却

无法贴上合适的标签并精准推送于某一圈

层，存在用户分散、缺乏共性等问题，导致用

户黏性低。

余杭区融媒体中心的短视频产品，除了

通过“影响 24小时”视频号专门用来推送时效

性不那么强的精品短视频外，其他新闻类短

视频产品，不管什么类型，一般都会在“余杭

发布”和“天天看余杭”两个视频号推送，这两

个号的短视频内容高度重复，几乎没有区分。

今后随着短视频内容和样式的不断丰富，应

当适时考虑搭建短视频矩阵，满足不同圈层

的信息需求，协同传播实现同频共振。

二是增强网感，契合平台调性。不少地

方媒体在向新媒体转型过程中，虽然形式上

已入驻短视频平台，但实质上发布的内容缺

乏网感。即使是原创内容，其文案和形式并

没有真正契合平台调性，甚至有些依旧采用

传统电视的叙事逻辑。因此，有创意、有特

色、符合平台调性的优质短视频产品并不多，

导致传播效果不佳。

受互联网思维影响，当代受众对事物的

理解与表达方式带有鲜明的“网感”属性，能

被广大受众喜闻乐见的传播内容也要自带

“网感”气质。

三是增进互动，激活交互体验。视频语

言主流化时代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传播中的关

系认同、情感共振在整个传播沟通和共识建

构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凸显。可以说，视频化

已经成为媒体深度融合后重建用户关系、提

升传播力的必要选项。

传统媒体时代，媒体与受众之间的关系

是单向的；短视频时代，双方的关系是交互

的、即时的。专业生产内容（PGC）与用户生

产内容（UGC）并行是目前比较前沿的运营策

略。用户既是视频的浏览者，又是视频的生

产者。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快速发展，传统媒

体要想成功转型就必须掌握年轻人想看什

么，因为只有年轻人更懂年轻人，年轻人更懂

流行元素，这无疑对团队的成员构成提出了

要求。因此，媒体记者要当好“产品经理”，从

选题策划时就充分考量话题的互联网传播

力，尽可能贴近用户需求，并对自己的新闻产

品推广负责到底，积极引导用户点赞、评论、

转发，及时回复用户留言。

四、结语

赢得用户就是把握住流量。互联网时

代，用户从信息的“被动接收者”转变成为“产

销者”，地方媒体要更多利用地域优势挖掘本

地题材，关注用户需求，打造优质内容，借助

短视频的力量提升自身影响力，做到“以市场

思维聚拢受众、以优质内容俘获受众、以个性

关怀留住受众”。

（作者单位：余杭区融媒体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