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
刊

■主编：杜一娜 ■责编：张 博

■版式：乔 磊 ■责校：吴 琪

■邮箱：mediaweekly2014@163.com

■热线：（010）87622068

2023年12月19日 星期二
05

微信公众号：

传媒
瞭望

■本期关注：市县融媒体

第33届中国新闻奖中，市县级融媒体中心获奖9件，其中二
等奖1件，三等奖8件，获奖数量较此前有大幅增长。一批市县级
融媒体中心更是实现了“零”的突破，成为时代之声中的新生力
量。相比中央、省级媒体，市、县级融媒体分处我国四级传媒体系
的第三级与第四级，获奖难度较大。在近5届中国新闻奖评选
中，市县级融媒体中心累计获得二等奖2件、三等奖22件，在所
有获奖作品中占比仅1.34%。这些市县级融媒体中心如何在激
烈竞争中突出重围？有哪些“秘诀”值得借鉴？

回望2023市县融媒体发展

呈现深度融合与系统布局特色
□黄楚新 许可

近5届中国新闻奖数据分析
市县级融媒中心如何突出重围

（本文来源：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

近5届中国新闻奖中，市县级融媒体中心获奖数量总体呈
上升趋势，从第29届全国市县级融媒体中心仅获奖2件，占该届
新闻奖总数的0.58%，发展到第33届全国市县级融媒体中心获
奖9件，占新闻奖总数的2.38%。历经4年发展，市县级融媒体中
心获奖占比提高了4倍之多。究其原因，该现象和我国持续推动
市县级融媒体中心发展的政策有紧密关联。

从获奖项目来看，市县级融媒体中心的获奖作品呈现出多
元样态。数据显示，近5届的中国新闻奖市县级融媒体中心的
获奖作品涵盖了18种体裁。在第33届新闻奖中，获奖作品的
创作类型更是丰富多元，9件获奖作品全部呈现为不同的体
裁，其中不乏应用创新、融合报道等新型报道体裁，呈现出融
合创新的多元样态。

近5届中国新闻奖中，市县级融媒体中心获奖作品的传播
渠道显现出不小的变化。相较于前3届传统的报纸、广播等较
为传统的传播渠道，近两年出现了网站、移动客户端等更加丰
富的传播渠道，而全媒体（融媒体中心）传播的出现更是进一
步呼应了“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实施全媒体传播工程”的国家
政策。可以说，融媒体中心的建设标志着我国媒体进一步走向
了现代化、立体化、全媒体传播。

按获奖主题来看，市县级融媒体中心的获奖作品可分为
11个选题类别。从第29届到第33届，市县级融媒体中心获奖
作品关注的热点从脱贫攻坚、城市建设到抗击疫情、乡村发
展，再到生态保护、社会民生，始终紧扣国家发展的重大主
题，兼具全球视野与地方气象。作为基层群众的信息交流平台
和沟通桥梁，市县级融媒体中心有效连接了千村万户和中央、
省级媒体，其获奖作品不仅反映出近年来我国基层群众的需
求，也是我国宏观发展趋势的生动体现。

2023年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加快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重要指示十周年。10年来，我国媒体融合中央、省、

市、县的四级布局纵向体系逐渐打通，而伴随智能化与数字化赋能，全媒体传播体系也渐趋形成。在四级布局中，发端于2018

年的县级融媒体中心也走过了5年的发展历程，从基础框架搭建转向了系统结构深化；而处于中间地带的市级媒体，在2022年也

开始持续发力，2023年全国地市级媒体集中挂牌成立，并逐渐发挥承上启下作用。市县两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可以说是我国媒体

深度融合战略中范围广泛且持续推进的基础性工程，是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的重要环节。2023年，市县级融媒体中心在体

制机制、平台运行、国际传播等方面呈现出深度融合与系统布局的亮点与特色。

市县两级融媒体中心处在媒体
深度融合的基层布局，其发展同样
受到政策规范与制度导向的影响。
随着“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
写入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扎
实推进媒体深度融合”首次写入
2023 年政府工作报告，我国市县
两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也迎来了政策
红利期。在政策驱动下，迎来了规
范化视角下组织框架与顶层设计的
完善阶段。

在 2022 年中宣部、财政部、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联合下发《关于
推进地市级媒体加快深度融合发展
实施方案的通知》后，全国范围内
60 家市级融媒体中心试点单位快
速发展。与此相适应，2023年2月，
中宣部和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组织编

制了《市级融媒体中心总体技术规
范》等5项技术标准规范，市级融媒
体中心由此进入了规范发展阶段，
在数据、内容、接口、网络安全、技术
系统、多元服务等方面均具有了可
参考的模式。这与 2019 年县级融
媒体中心发展的规范文件相对应，
共同构成了市县两级融媒体中心建
设规范的框架体系，从政策规范的
角度为市县融媒体中心建设提供了
顶层逻辑指引。

除技术规范以外，市级融媒体
中心结合政策导向、自身发展情
况，从体制机制层面也逐渐形成了
3种发展模式，作为体制机制创新
为媒体深度融合提供了可观察视
角。一是较为典型的报台合并模
式，即地市级报社与地市级广播电

视台打破机构壁垒，完全合为一个
新的融媒体中心；二是报台继续独
立运行，部分地市结合各自媒体发
展情况作出的适应性策略；三是在
报台不合并的基础上，部分通过内
容融合、渠道融合等形式进行媒体
融合发展，比如江西南昌市就因地
制宜采取报台不合并，但采取一些
业务融合的形式。虽然未进行报台
合并，但2023年6月，依托南昌日
报社组建了南昌市融媒体中心，采
取机构合作、内容融合的形式进行
市级媒体融合建设，将电视、广
播、日报、晚报等内容生产进行集
中调配、整合编辑、资源与利益共
享，推出“洪观新闻”客户端。

目前在全国范围内，甘肃、江
西及浙江等省份的市级融媒体中心

建设步伐较快，3个省份共同点均
是除省会城市以外，其他设区市均
已完成市级融媒体中心挂牌组建工
作。之所以有这么迅速的建设成
效，得益于体制机制的顶层设计。
以江西为例，其在全国范围内率先
成立了江西省融媒体推进中心，作
为省委宣传部直属事业单位，以独
立机构的形式统筹推进全省融媒体
中心建设，充分发挥其省、市、县
三级融媒体联动指挥体系的作用和
机制。在市级层面，浙江嘉兴市新
闻传媒中心也牵头成立了辐射下辖
县区的7个融媒合作中心，建立健
全了市县两级融媒体中心的一体化
资源共享机制、常态化沟通对接机
制，创新了市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协
同、联动及贯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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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媒体智能化应用逐渐普
及，媒体融合的智能化范围也逐渐
由中央、省级媒体拓展到市县两级
媒体，其中智能化突出表现在媒体
的平台建设上。

2022年以前，我国媒体融合平
台建设是以“中央—县级”或“省级—
县级”的形式存在。在市级融媒体中
心大规模试点建设之前，我国的市级
融媒体中心处在省级媒体平台、县级
融媒体中心建设的体系框架之外。
2022年以后，在政策导向明确、发展
定位清晰的基础上，我国媒体融合的
平台建设也随着四级融合布局的完
善逐渐嵌入了市级这一中枢环节。市
级融媒体中心平台逐渐与省级媒体
平台、县级融媒体中心加强了技术对
接、内容共享与资源联动，市级融媒
体中心已经摆脱了四级融合布局“空
心地带”的传统定位，成为媒体深度
融合中的“中流砥柱”。特别是2023
年2月《市级融媒体中心总体技术规
范》等5项行业标准的发布，进一步
要求市级融媒体中心与省级媒体技
术系统、县级融媒体中心的技术系统

和外部平台进行互联互通，提升技术
支撑与技术辐射能力。

在市县两级融媒体中心的平台
建构中，目前大部分仍然处在引入
外部技术平台层面，由于部分市县
两级融媒体中心自主研发力量薄
弱，对技术应用和掌握程度滞后于
商业平台，需要借助外力进行技术
突围与创新。部分省份的市县融媒

体中心选择与中央级媒体技术平台
合作，比如新华社新闻信息中心持
续为云南、江西、山西等省份提供技
术支撑与指挥调度平台建设。河北
邯郸新闻传媒中心通过引进技术平
台形式推进市县两级融媒体平台互
联互通，形成“大平台+小平台”“综
合平台+行业平台”的平台管理体
系。2023年年初，浙江通过“传播大

脑”打造统一的“天目蓝云”平台，打
破区域内各市县两级媒体的地域隔
阂，以 AI 技术打通数据资源、广泛
链接内容、统筹技术服务，将各市县
媒体的新闻、政务、服务聚合，再通
过技术集成中心、数据交互中台与
融合传播中枢，实现媒体深度融合

“跨域”大融合的目标。在 AIGC 的
浪潮下，部分县级融媒体中心抢占
机遇谋求创新。2023年3月，浙江长
兴县融媒体中心客户端“掌心长兴”
率先完成百度“文心一言”内测，成
为全国首个接入“文心一言”的县级
媒体，将AIGC纳入内容生产环节。

与此同时，自主研发技术平台
也成为市县级融媒体中心技术突围
的手段之一。目前看市级融媒体中
心自主研发能力较强，江西抚州市
融媒体中心不仅自建团队开发客户
端等技术方案，在技术完善过程中
还通过技术输出实现部分营收；浙
江嘉兴市新闻传媒中心于2023年1
月挂牌同时启动了融媒科技公司组
建工作，力求构建全市融媒体中心
技术支撑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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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加
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
际传播效能”。聚焦到媒体深度融
合，市县级融媒体中心也在国际传
播能力建设方面逐渐发力，部分市
县两级融媒体中心纷纷成立国际传
播中心等，以机构完善促进内容生
产与形象传播，从对外展示形象、对
内提振精神两个维度开展国际传播
与城市形象内容生产。

总体来看，2023年国内市县融
媒体中心纷纷成立国际传播中心，
从全媒体传播体系的基层布局国际
传播是本年度的热点。在提升国际
传播能力方面，市县级融媒体中心
依托自身区域资源禀赋，立足区域，
向上谋求平台合作、向下聚合优势
资源，以技术、内容等形式不断提升
传播力、影响力。例如，在向上谋求
平台合作中，2023 年 12 月，江苏南

通广电传媒集团与中国日报社共建
南通国际传播中心，这是江苏省内
首家市级媒体中的国际传播中心，
将市级融媒体中心地域资源与央媒
国际传播优势有效结合，开启了央
媒与市级媒体深度融合的新模式。
在向下聚合优势资源中，2023 年 4
月，广西柳州市国际传播中心在柳
州市融媒体中心成立。柳州市融媒
体中心充分依托地域优势资源，以

“柳工”等大国重器为契机进行“名
企外宣”，以“柳州螺蛳粉”等极具网
感化与国潮形象的网红美食进行城
市传播。与此类似，江西景德镇市
融媒体中心依托日报社与广播电视
台，在机构整合后成立了景德镇国
际传播中心，上线英文网站“爱景
德镇”（IJDZ），在 2023 年中国景
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期间运用爱景
德镇网站，脸书、推特等社交媒体
账号向世界各国精准展示景德镇风
土人情与人文历史，开展Z世代国
际青年文化交流活动，在国际传播
平台与国际交流活动中大力推广

“国际瓷都”，深度挖掘地域内容传
播优势资源，通过“内容+活动”的
形式不仅提升了市级融媒体中心的

国际传播能力，也提升了用户聚合
能力。

当然，国际传播的下沉趋势不
仅体现在市级融媒体中心。成立于
2022年6月的海南省首个县级国际
传播中心，由海南文昌市融媒体中
心、新华社新闻信息中心联合共建，
以央媒平台的内容与传播优势助力
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国际传播能力建
设。成立以来，文昌市融媒体中心以
文昌航天、“侨乡”、脸谱、公仔戏非
遗文化等具有明显地域特征的元素
创新城市叙事，2023年春节期间通
过脸书、推特等社交媒体开展“兔年
城市家书”系列传播活动，在传播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提升了
文昌城市形象的国际传播力和影响
力。通过原创化、地域化的内容，贴
近化、年轻化的活动，市县融媒体中
心以“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
音”为出发点，着力构建中国话语体
系与叙事体系，不断提升中华文化
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作者黄楚新系中国社会科学
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数字媒体研究
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许可
系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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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以“天目蓝云”为技术底座，打造“潮新闻”客户端。

充满活力的海南文昌市融媒体中心。 本文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