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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账号影响力周排行
（5月7日—5月13日）

微 博 账 号 影 响 力 值 BII（Mi-
cro-blog Impact Index）由上海交大
大数据与传播创新实验室提供算法及
学术支持。BII值范围0—100，值越高，
代表该微博账号的影响力越大。

（附：媒体行业微博影响力的计算
公式为BII=发布指数×45%+互动指
数×45%+活跃指数×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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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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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周刊
新华网
中国日报
环球时报
央视网
新华社
参考消息
中国网
未来网
国是直通车
环球杂志
中国新闻社
法治日报
CGTN
正义网
半月谈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侠客岛
科技日报
人民日报海外版-海外网
国际在线
中工网
环球网
环球资讯
央视频
农民日报
中国之声
中国青年报
国际在线新闻
经济参考报
中国妇女报
央广网
中国青年网
中国日报网
瞭望
看台海

83.69
83.84
81.18
80.69
79.18
79.50
79.40
76.00
77.56
79.10
72.36
72.55
72.84
70.81
73.65
72.64
74.59
71.75
71.43
44.94
66.62
73.29
69.87
68.49
69.24
63.59
30.34
73.78
75.42
66.25
72.98
25.96
69.18
64.82
25.96
23.80
29.29
23.80
67.80
52.02

88.72
88.31
88.00
87.94
87.90
87.71
87.33
87.01
86.74
86.50
85.89
85.43
85.38
84.99
84.92
84.38
84.27
84.16
83.60
83.49
83.42
83.29
83.18
82.96
82.94
82.76
82.45
82.39
81.85
81.79
81.53
81.29
81.24
80.72
80.59
80.53
80.44
79.97
79.97
79.96

排名 微博昵称
活跃
指数

影响力
（BII）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封面新闻
澎湃新闻
红星新闻
每日经济新闻
新闻晨报
中国蓝新闻
极目新闻
南方都市报
新京报
威海播报
潇湘晨报
济南时报
北京日报
东营网官方微博
长江日报
成都商报
河南新闻广播
广州日报
河北日报
江苏新闻
齐鲁晚报
看看新闻KNEWS
都市时报
山东商报
937江苏新闻广播
中国山东网
南昌广播电视台
重庆晨报
江西晨报
四川日报
南方周末
天山网
四川观察
新华日报
周到上海
九派新闻
锦观新闻
河北青年报
华商网
财联社APP

中央新闻网站及新闻单位

地方新闻网站及新闻单位

融媒体时代还需要美术编辑吗？融
媒体的美术设计如何能做到吸人眼球又
信息丰富？“美术编辑是第一印象的缔
造者，在融媒体工作中，美术编辑的重
要性仍然非常重要。”新华社 《环球》
杂志首席摄影、美术编辑学专家满都
拉，近日在接受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美术编辑是连接
内容与技术的中间环节，美术编辑须发
挥融媒体视觉形式多样的优势，以全方
位的视觉感受使读者（观众）提高接收
信息的效率，达到精准传播的目的，提
升融媒体的传播力。

如何认识？
树立融媒体美术编辑理念

“融媒体是汇集了报纸、期刊、电
视、网络、手机等既有的特点，同时又
存在互补性的新型载体，能在人力、内
容、宣传等方面进行全面整合，实现

‘资源通融、内容兼融、宣传互融、利
益共融’的宣传理念。”满都拉提出了
融媒体时代媒体的重要特点和理念。

针对当下融媒体特点，满都拉提
出，融媒体时代，美术编辑的工作是运
用美术技法，针对不同发布载体的特
点，以大众阅读、观看的规律，突出主
次分明的信息等级，以全方位的视觉感
受吸引注意力，使融媒体内容易读且悦
读，使读者（观众）提高接收信息的效
率，达到精准传播的目的。

满都拉向记者进一步阐释了美术编
辑以及融媒体时代美术编辑的定位。

他认为，美术编辑简称美编，既是
编辑行为，也是一个职业身份。作为编
辑行为，美术编辑是采用美术技法，根
据视觉规律，对信息元素进行选择、组

织、记录并优化传播的编辑过程，具有
艺术性、技术性、记录性。作为职业身
份，美术编辑指从事此项工作的专业人
员，是视觉的编辑者、创造者、管理
者、培训者。美术编辑向上承接采访编
辑、向下连接出版发布，是对接媒体内
容与技术的中间环节。融媒体美术编辑
通过了解文字、图像、数据、色彩等不
同视觉元素，根据融媒体出版发布特
性，以排版剪辑组织视觉元素使信息等
级分明、主题突出，运用创意设计技巧
突出编辑主题，吸引观众、读者。

满都拉认为，树立融媒体美术编
辑理念，发挥融媒体视觉形式多样的
优势，提高吸引、传达、形成印象的
效果，对提升融媒体的影响力具有积
极意义。

如何工作？
内容与视觉双管齐下

满都拉认为，融媒体美术编辑处理
的内容应该有两个层次。

一是根据不同媒体的特点，例如报
纸的头版视觉、杂志的封面视觉、图书
的书封视觉、电视的活动视觉、网络
的链式视觉、手机的单屏滚动视觉
等，保障融媒体出版发布时，保持各
媒体的视觉连贯与风格统一；二是从
视觉的角度出发，运用美术技巧，使
版面与画面更加具有冲击力，多元
化、全方位地表现编辑主题。

融媒体美术编辑的工作主要包括视
觉元素的提炼、版面画面的呈现、创意
设计的深化和制定科学的工作流程。根
据各大媒体的出版周期发布，提炼元素
是融媒体美术编辑的基础，排版与剪辑
是美术编辑的呈现，创意与设计是美术

编辑的技巧，流程与职能是融媒体出
版发布的保障。排版、剪辑和创意设
计是融媒体美术编辑工作的核心，排
版、剪辑是将已有的内容整理加工、
组织成结构清晰、具有美感、带来愉
悦的形态；创意设计是通过创意思维
将抽象的内容与思想加以具象化的表
现。满都拉认为，前者侧重内容，后
者强调视觉。

如何吸睛？
先声夺人注重四方面

融媒体时代如何让产品先声夺人？
满都拉提出了4个方面的思考。

首先是元素的提炼。融媒体的美
术编辑工作，首先是根据编辑主题提
炼相关的视觉元素，为后续编辑工作
进行初步准备。因此，满都拉表示，
融媒体的美术编辑需要掌握文字、图
像、数据、色彩等基本视觉元素的特
点，思考视觉元素相互配合的作用，
理解图文组合规范使信息多元化，了
解色彩配置原理打造全彩的视觉感
受，针对不同载体增强互动效果，才能
提升融媒体的传播力。

其次是排版与剪辑。满都拉认为，
版面与画面是承载美术编辑视觉元素的
基本单元，是融媒体视觉效果的呈现载
体。排版与剪辑应根据已有的内容进行
结构上的组织，注重信息内容的规范，
突出主次分明的信息等级，根据各媒体
的视觉结构，将稿件分类与组织，通过
版面规划与画面剪辑，有效地表达编辑
主题与内容意义。

再次是创意与设计。“创意与设计
是美术编辑的技巧，将编辑主题视觉
化，形成视觉风格，并突出融媒体特

点。”满都拉介绍了融媒体美术编辑创
意与设计的一些思考，图像创意要将信
息以创意思维转换为直观的图形，以视
觉冲击吸引观看、阅读；配图思路要使
信息以图文并茂的形式便于观看阅读；
图表制作要将信息转换为逻辑清晰的数
据，简练易读；插图绘画要针对信息进
行绘画，使视觉形式多元。

最后是流程与发布。满都拉认为，
针对融媒体的出版发布周期，制定科学
合理的工作流程是融媒体按编审程序出
版发布的保障。“纸质与屏幕是融媒体
的主要发布载体，了解两者的技术特点
有助于实现美术编辑的视觉效果；明确
层级职能使美术编辑根据业务标准规范
化操作，高效完成工作。”对此，满都
拉表示，一定要对融媒体美术编辑提出
高素质要求，增强其协同工作能力，进
行科学的配置，方可达到融媒体出版发
布最佳视觉效果。

“未来，融媒体美术编辑发展趋势
体现在平面版面活动化、活动画面立体
化、视觉效果感官化、视觉应用触控
化。”满都拉进一步解释道，平面版面
活动化指平面版面可表现活动影像，活
动画面立体化指活动画面具有立体效
果，视觉效果感官化指视觉增加听觉、
嗅觉、味觉效果，视觉应用触控化指视
觉效果通过行动即可触发。满都拉认
为，随着媒体融合的不断推进，对美术
编辑的创新意识和新闻融合能力将提出
更高要求。

“美术编辑需找准角色定位、提高
综合能力，探索更多有针对性、创新性
的科学方法，以多种途径、多种方式提
升核心竞争力。”满都拉最后表示，美
术编辑应迅速适应时代发展，切实融入
媒体融合大潮中。

融媒体时代美术编辑连接内容与技术

创新意识和新闻融合能力不可或缺
□本报记者 杜一娜

近日，阔别 20 年的旅美大熊猫丫
丫回国，成为国内互联网传播的焦点事
件。在众多文字、图片、视频产品
中，一张由新华社音视频部制作的海
报刷屏。海报很简单，就是一只大熊
猫背对着受众，隔着飞机舷窗眺望着远
处一片大海和蓝天白云，舷窗上面两
行文案——丫丫，欢迎回家！

一张简单的海报何以让万千网民共
情？笔者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
背景因素。丫丫是一只雌性大熊猫，
2000 年 8 月 3 日出生在北京动物园。
2003年4月，不到3岁的丫丫从北京出
发，抵达美国，在孟菲斯动物园开始
了旅居生活。现年 23 岁的丫丫，已经
属于老年大熊猫年龄段了。超期“服
役”的丫丫，拖着年迈的身体回到祖
国，这一事实本身及其背景，很容易
引发网民产生情感上的共鸣。二是海
报创意策划别出心裁，形式简洁，色
彩表达准确，无冗余元素，且有场景
感。丫丫背对受众，无法看到面部表
情，眺望舷窗外的大海、天空，构筑
了双重情感共鸣空间：一是在异国他
乡 20 年，即将回到祖国，丫丫在想什
么呢？二是丫丫背对受众，看不清它
的面部，给网民留下想象空间。“丫
丫，欢迎回家！”一句简单的话语，充
满温情，画龙点睛，点燃了整个海报
的情感触点。

重新审视海报的价值

1905 年，德国心理学家 Edward
Titchener 和 James Ward 创造了“共
情”（empathy）概念，意思是：把自己
的感受投射到别人身上，试着去设身处
地地理解对方的感受。简言之，就是同
理心、感同身受。

公众对丫丫回国这件事产生巨大共
情的一个前提条件是此前媒体大量报道
传播让公众对事件背景有充分的了解。
我们注意到，丫丫回国的消息一经披
露，各大媒体包括社交媒体、自媒体都
广为传播，讲述丫丫的故事。虽然有些
信息未必准确，但也提升了公众对丫丫
的关注度。如果缺乏媒体对这些背景
知识的传播发酵，公众对丫丫并不熟
悉，回国这件事是难以产生普遍的情
感共鸣的，更不用说这张海报能够引

发反响了。
因此，公众对事件的认知程度是

这张海报“出圈”的重要基础。这是
其一。

其二，海报设计图形元素的情感化
表达。

海报是利用图形的形象来引起人
的视觉、知觉、心理上的共鸣。具体
到这张海报上，海报主要由四部分元
素构成——舷窗、丫丫、海天和“丫
丫，欢迎回家”文案，极简地交代了新
闻的核心事实：丫丫乘飞机回国了。但
海报信息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恐
怕是难以达到情感共鸣的效果的。

事实上，表达“丫丫乘坐飞机回
国”这一核心新闻事实的海报设计存在
多种可能。为什么是这一幅海报而不是
其他海报刷屏，恰在于这幅海报设计比
较成功的图形元素情感化表达。

这张海报策划创意有两个关键创意
或者说灵感：一是丫丫背对受众。受众
看不清丫丫的脸和表情，这就自然容
易引发受众产生联想，将自己的情感
投入在此时此刻丫丫的所思所感上。
丫丫长期身处异国他乡，而今年迈归
国，受众很容易将其“拟人化”，激起
情感的波澜。倘若丫丫不背对受众，

而面向受众，给丫丫一个什么样的表
情定位能够实现打动人的效果，恐怕
是不容易的；“赋予”一个什么样的合
适表情本身，恐怕也是一件难事。处
理成背对受众，可谓轻易化解了难
题，达到一箭双雕之效。二是丫丫视
线透过舷窗眺望一片辽阔的海天。这
个创意首先符合新闻事实，归家而未
至，从侧面反映丫丫的内心世界；其
次，蓝天白云的海天意境，充满温情
与暖意，表达了一种积极正向的情
感。除了图形元素的情感化表达，文
案“丫丫，欢迎回家”是整个海报的
关键，亲切质朴，言简意赅，语气似
乎是在问候归来的孩子，对情感的宣
泄起到了画龙点睛之效。

值得一提的还有海报的色彩运用。
海报整体色彩以蓝白灰为主，纯粹，
质朴，也隐含一丝忧郁；丫丫毛发的
黑色，也恰到好处地避免了整体色彩
的单调。

其三，是内在心理感应的公共性。
这张海报的主题，本质还是家国

情怀。我们面对丫丫，其实面对的是
什么呢？就是中国人内心深处普遍共
存的家国情怀！正如有文章指出，丫
丫回国让世人品读到了“很中国”的
深意与内涵。欢迎丫丫回国，正是中
华民族传统精神里流淌“归乡情愁”
的血脉涌动，还有热爱祖国、家国情
怀的自然流动。这种家国情怀的公共
性，足以打动每一个中国人。如果海
报的主题立意很窄众，很难想象能够
引发群体性的情感共鸣。

一张小小的海报，基于即时新闻事
件，通过灵感、创意和美学赋能，在互
联网上掀起如此巨大的情感波澜，值得
我们重新审视海报这种在融媒体产品中
性价比最高的“轻骑兵”的重要价值。

主动设置情感议题

当前，短视频是流量时代的主流
传播形态，出彩的海报当然也层出不
穷，但是是否还有扩大应用、挖掘提
升的空间呢？答案无疑是肯定的。比
起短视频，海报对新闻现场原始素材
的要求要低一些，具有更大的创意和
加工空间。

与此同时，海报 《丫丫，欢迎回

家》这一案例，也让我们不得不进一步
思考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主流媒体面对
公共舆论场如何更好地设置好情感议
题，做好共情传播，进行公众情感的引
导与抚慰？

要更加注重新闻报道产品的“情感
含量”。当下传播进入了信息过载时
代，与之相对的就是受众注意力资源愈
发稀缺，个人选择空间明显加大，注意
力资源的分配一定程度上集中在特定场
景、特定主题之下带着关系、带着情感
状态的传播上。具备明显情绪表达和情
感倾向的内容更容易获得用户关注和参
与。一个明证是，许多社会热点引爆互
联网，情绪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以
用户情感为靶点，分析其情感诉求，推
动话语创新，变革表达范式，提升用户
对于产品的认同，成为当下许多媒体提
升传播效能的不二法门。甚至有论者认
为，未来媒体普遍的内容生产模式，将
是在坚持主流价值观的基础上，以情感
模式为内核。

要精准把握和引导情感传播。舆论
事件中的情感极性包括正面、负面、中
性等，要通过文本、语音、图像等信息
手段准确研判公众对话题或事件的情感
倾向以及情感变化趋势，做到精准预
判，精准设置议程，精准生产内容，精
准不忙乱、快速不慌乱、帮忙不添乱。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社交媒体创造了全
新的情感表达环境，在短时间内能够将
拥有相似情感体验的网民聚集起来，
形成一个全新的舆论场，在一定程度
上有可能激起情绪剧烈反应，甚至让
公共广场探讨演变成“偏见共同体”。
这个时候，媒体如何调整内容和角
度，正确引导，夺取“麦克风”，抢占
话语权，避免引发舆论失控局面，无疑
是一个挑战。

作为媒体，利用好媒体的情感表达
平台，更好地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大局
服务，是应有之义。正如暨南大学新闻
与传播学院名誉院长范以锦最近的文章
指出，主流媒体需要更多地关注和配合
政府部门，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
展开共情传播，从情感的维度协助相关
部门开展工作，构建民心相通的社会舆
论环境，与社会大众产生情感连接并进
行情感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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