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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关注：2023全国省级党报座谈交流会

编者按 金秋9月，收获的季节。9月12日，由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大众报业集团共同主办的2023全国省级党

报座谈交流会在山东济南举行。全国26家省级党报媒体共聚一堂，以“融合新十年 改革再出发”为主题，交流党媒

深融发展经验，探讨建设传媒新生态、新未来。本期《传媒周刊》05—07版集中展示省级党报座谈交流会以及圆桌会

议嘉宾观点，以飨读者。

融合新十年 改革再出发
——来自2023全国省级党报座谈交流会的声音

□本报记者 杜一娜

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作出“加快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重要指示十周年。融合十年，主力军进军主战场，成效如何？面对融合大潮汹涌澎

湃，党媒如何布局全媒体传播体系？面对技术裂变式发展，党媒如何积极应变？内容创新又有哪些新举措？

在2023全国省级党报座谈交流会上，全国省级党报的社长、总编辑们有感而发，共话十年。

大众报业集团董事长、社长毕司东认
为，全媒体时代，重塑党媒影响力，必须
在舆论新格局中领航。要把准时代方位，
提高政治站位，校准媒体定位，在合唱中
当好领唱。重塑党媒影响力，必须在新媒
体大平台建设上领航。要面向移动互联网
打造有控制力、传播力、引导力、公信力
的新媒体平台。重塑党媒影响力，必须在
发展新业态中领航。要面向数字时代，生
产更多数字文化产品，发展数字文化产
业，壮大传媒实力。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积极加强全媒体传
播体系建设，从内部深融拓展到外部广
融。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向泽映介
绍，2023 年，重庆日报报业集团提出重
点 打 造 “1 报 1 网 1 端 1 中 心 8 平 台 ”
（“四梁八柱”） 的全媒体传播体系。
在内部，深度融合、突出重点，抓好

《重庆日报》、华龙网、上游新闻客户
端、重庆国际传播中心的建设，协同发
展，不断提升影响力；在外部，依靠市
级相关部门和企事业单位支持配合，建
设好传媒审读监测平台及轨道、财经、
期刊、法治、文化旅游、户外会展、健
康教育融媒体平台等八大专业化、分众
化、特色化的平台建设。

坚持“深耕浙江、解读中国、影响世
界”定位，以及“移动优先、内容为王、

流量说话”战略考量和“自设议题、以快
制快、纵贯三级”战术打法，今年上线的
潮新闻目前全网总用户数破亿，端内用户
数超 4000 万，每天至少生产 1 篇传播量
10万+的稿件。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副总编
辑金波介绍，在浙江省委宣传部的部署和

指导下，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倾力打造了省
级重大新闻传播平台，该平台以潮新闻客
户端为主力战舰、以“传播大脑”为技术
底座，打造省市县主流媒体“一张网”，
实现了全省 70 余家市县媒体技术底层、
内容素材和传播渠道联通。

江西报业传媒集团牢牢把握“融为一
体、合而为一”这个关键，以自主研发的

“赣鄱云”平台为枢纽，联通集团120多
个新媒体平台，江西省内80多个省直厅
局、市县融媒体中心，积极推动媒体深度
融合联合体建设，搭建报、刊、网、端、
微、云、屏于一体的全媒体传播矩阵。江
西报业传媒集团董事长，江西日报社社长
黄万林介绍，他们持续释放改革这个“第
一动能”，一方面，让专业人做专业事，
树立了采编人员“以作品论英雄”的导
向；另一方面，改革激励体系，对首席记
者、首席编辑、首席评论员、优秀高级职
称人员和高级管理人员推行年薪制。

湖北日报传媒集团在分众化、差异化
中构建“三轮驱动”的传播格局，让大而
全与小而精并存。湖北日报传媒集团副总
编辑、极目新闻总编辑周芳介绍，从
2022年开始，集团以湖北日报自有端网
和极目新闻等新媒体品牌为主轮，以一
批拥有海量用户传播力影响力强大的第
三方平台的头部大号和作为大众传播的
有益补充的“专新特精”的垂直账号为
两个副轮，推动媒体融合事业的加速发
展。目前，湖北日报全媒体总用户量超
1.12亿，楚天都市报·极目新闻全媒体总
用户量超 1.23 亿，集团新媒体平台总用
户量超3.05亿。

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全面展开

“无论媒体如何发展，信息品质和思想
价值永不退场，必须坚持以内容优势赢得
发展优势，做到精品立报、思想兴媒。”新华
日报社副总编辑顾新东强调了党媒要坚持
以内容为立身之本的观点。顾新东介绍，
近一年来，新华日报社精心策划重大主题
报道，强势推出评论矩阵，重磅打造系列周
刊，重兵投入融媒精品，始终把精品生产放
在首要位置。同时，新华报业传媒集团强
化协同运作，报、网、端、微、库、屏分工明
确、各有侧重，共同构建党报求“深”、客户
端求“快”、网站求“全”、全媒体求“融”的现
代传播体系，大力扩张主流价值版图。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充分利用全媒体内
容生产技术支撑平台和新闻内容生产及运
营监管服务平台等数字化平台优势，大力
推进媒体融合发展成果转化，推动内容融
合创新。向泽映表示，重庆日报报业集团
在中国新闻奖评选中从过去长期“吃鸭

蛋”、得零分，到后来年年得奖，再到获得
“双黄蛋”“多黄蛋”，正是得益于内容的多
媒体、融媒体生产方式多渠道传播。

“内容生产永远是党媒融合发展的‘压
舱石’。”黄万林表示，江西日报社坚持“凡
重大、必创新”的理念，推行内容生产激励、
年度好稿评选等系列机制，以此大力提升
精品爆款的生产能力；强化“无可视不新
闻”的理念，推动新闻表达从单一的文字、
图片向多元素、多形式综合呈现转变，让内
容创作富含时代感和鲜活性。

浙江日报报业集团以高质量报道赢得
大流量。金波介绍，他们重点围绕习近平
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来浙江考察期间
的重要思想、重要讲话、足迹，策划推出系
列主题宣传和融媒报道，全方位、全景式展
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
浙江的探索与实践。以潮新闻英文频道、

“in Zhejiang”海外传播矩阵、浙江日报海

外传播矩阵、浙商侨音融媒体等4个外宣
平台为重点，汇聚一批有优质外宣内容生
产能力的单位、机构、个人，打造立体化、现
代化“出海联盟”，积极构建对外传播话语
体系，讲好浙江故事、中国故事。同时，抢
抓国际国内社会热点，形成“热点报道+求
证+潮评+追踪调查”的特色。

“新媒体时代，主流媒体融合传播一定
要做到好看、有用、互动，树立真正的新闻
产品意识和用户至上意识，改进传播方式
和手段，与用户实现‘平等互动’。”多彩贵
州网副董事长、总经理万群以贵州的“村
超”为例阐释了新时代媒体内容需要具备
的几个特点。

兵团日报社以用户为中心打造兵团特
色融媒产品。兵团日报社副总编辑潘若愚
认为，“要研究分析受众阅读习惯、心理特
点和偏好，把媒体想讲的与受众想听的、需
要的结合起来。”目前，兵团日报社积极构

建全媒体大循环传播体系，以团炬客户端
为主体，形成多层次传播网络，建设双语手
机报平台，实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维吾
尔文以及语音的同步编发；举办“兵团味
道”公益助农活动，向外界推介50余款
兵团特色产品，全网点击量达 1000 万余
次；策划推出“朝闻兵团”“夜读兵团”

“兵团‘镜’中游”“走进兵团非遗”“微
微带你逛”“法治微课堂”等系列音视频
产品，全面宣传推介兵团。

山西日报社近两年来持续优化内容供
给，进一步提高内容生产能力。山西日报
社副总编辑张巨霖介绍，山西日报社建立
了重大媒体策划报道发布机制，新组建
16个融媒体工作室，集中力量打造18个
精品栏目，加快融媒体演播室、视频访
谈室、新闻发布厅等硬件基础设施建
设，增加社会的信任度，并努力提升内
容的实用性。

提升优质内容生产力

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坚持移动优先原
则，坚持视频化、社交化和智能化发展方
向，目前以川观新闻和封面新闻两个客户
端为龙头进行深入改革。四川日报报业集
团副总编辑、四川日报社副总编辑谭江琦
表示，四川日报报业集团非常注重科技强
媒，在全国第一个提出建设智媒体，提出

“智慧+智能+智库”，积极组建技术团
队，设有特聘首席工程师。谭江琦还介
绍，目前他们正在紧锣密鼓地建设天府融
媒的省级技术平台，积极探索传媒领域的

大模型建设。同时，也在积极推动建设传
媒生态，通过智能技术的参与，深度服务
基层社会治理。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副总编辑牛晓民介
绍，海南日报社前期一期投入近 9000 万
元打造了“南海云”技术平台，下一步将
把海南全省的市县融媒体全部集纳在这个
平台上，实现与中央、县市的纵向融合。
目前，与海南广播电视总台在国际传播领
域先行先试，积极推动融合向纵深发展。

在四川新传媒集团总编辑方埜看

来，传统媒体在融合转型过程中加大了
对数字技术的应用，但是“数字鸿沟”
正在形成，新媒体技术应用能力也参差
不齐，拥有核心技术能力成为主流媒体
最为重视的课题。“我们建立天府融媒联
合体，建设开放型天府融媒技术平台，
开发多元化应用功能，做好技术支撑和
运维服务，打造纵向贯通、横向联通的
全省媒体数据信息技术枢纽，将四川发
布等接入天府融媒联合体，在舆情分
析、政务发布等方面为全省媒体融合发

展提供服务。”方埜介绍。
福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福建日报

社 （报业集团） 社长陈辉宗认为，报、
网、端、微融合已成为当下媒体融合的

“标配”，全国很多媒体建起了融媒体平
台，下载量虽较大，但活跃度缺乏，还
有很长的路要走。融媒体平台建设，要
对旗下平台资源进行评估整合，做好

“加减法”，既要建体系，又要强“头
部”，突出区位优势，找准在全国大局中
的位置和发展路径。

平台建设找准差异化

2023全国省级党报座谈交流会现场。 大众报业记者 卢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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