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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账号影响力周排行
（12月10日—12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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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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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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网
新华社
央广网
环球时报
中国新闻周刊
国是直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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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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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协网
人民日报海外版-海外网
中国网
法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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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日报
人民政协报
小康杂志社
参考消息
中国新闻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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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果TV
北京时间
西部决策
澎湃新闻
新闻晨报
封面新闻
四川观察
九派新闻
红星新闻
极目新闻
财联社APP
北京青年报
新京报
潇湘晨报
广州日报
半岛都市报
南方都市报
重庆广电-第1眼
齐鲁晚报
北京日报
山东商报
云南网
济南时报
江苏新闻
南方周末
荔枝新闻
威海播报
日照网
天目新闻
成都商报
都市时报
锦观新闻
扬子晚报
天山网
界面新闻
红网
福建日报
西部网
济宁新闻网
映象网

中央新闻网站及新闻单位

地方新闻网站及新闻单位

在传统媒体不断探索深度融合的
进程中，“新闻+政务服务商务”模式
应运而生。这种模式重新打造媒体发
展的生态圈，增强传统媒体核心竞争
力，助力其站稳脚跟，找到事业新蓝
海，对于新时代构建新型主流媒体具
有重要意义。

应对变化 探索新路径成必然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的《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
的意见》提出，要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增
强主流媒体的市场竞争意识和能力，探
索建立“新闻+政务服务商务”的运营模
式，创新媒体投融资政策，增强自我造血
机能。

“新闻+政务服务商务”即是以新闻
为根基，在新闻的基础上向政务、服务、
商务领域延伸。在这一模式中，新闻媒
体的功能从单纯的内容供应商变革为内
容供应商+以此为基础的政务、服务、商
务供应商。通过这种模式，传统媒体发
掘出新的增长点，增强核心竞争力，推动
媒体事业可持续发展。

事实上，传统媒体采取“新闻+政务
服务商务”模式具备一定的天然优势。
首先，传统媒体具有一定公信力、影响
力、权威性，从业人员具备较高的专业和
技能素养，政治立场坚定、职业道德水准
较高、政治判断力敏锐。同时，传统媒体
往往政策信息畅通，资源渠道丰富，管理
制度、工作流程严格、严谨。这些优势使
得传统媒体向“新闻+政务服务商务”模
式转型具备一定先天优势。

此外，第5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
状况统计报告》 显示，截至 2023 年 6
月，我国网民规模高达10.79亿人，互
联网普及率达76.4%。现有格局下，在
社会、市场环境等多重因素影响下，传
统媒体需要在融合上更进一步，更需要

在依托内容优势、聚焦发展主业的同
时，按照市场规律，创新服务种类，打造
新的竞争优势。

发挥优势 拓展新服务见成效

近年来，传统媒体拓展“新闻+政务
服务商务”的实践颇有成效。从中央媒
体到地方媒体，从综合类媒体到行业类
媒体，都有着不少“新闻+政务服务商
务”的典型范例。

最为常见的方式是，传统媒体将社
会服务、教育、卫生健康、体育等社会文
化公共资源聚合到融合平台上，或承接
政府部门宣传合作项目，或代运维政务
新媒体。

地方媒体向政务领域拓展屡见不
鲜、渐成气候。湖北广播电视台建设的
长江云移动政务融媒体平台可以说是媒
体融合的样板工程之一。长江云发挥平
台化融合生产、联动传播、合作运营的优
势，整合湖北省的主流媒体力量，实现
省、市、县三级贯通联动，汇聚“两微”账
号多达8112个，上线121个“云上”系列
客户端，入驻的党政部门单位有 2220
家，接通民生服务152项，直接影响用户
9500多万。

除了聚合政务平台、运维政务媒体，
有的传统媒体承接了舆情监测和危机沟
通与治理的功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
色。比如人民日报社人民网舆情数据中
心，目前已累计为上千个党政机构、企事
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提供全流程的舆情管
理支持，包括事前机制建设和风险评估、
事中监测研判和应对处置、事后总结复
盘和形象修复等，助力推动社会治理现
代化。

有些传统媒体还积极探索向智库化
方向转型，在国家治理、区域经济发展
中逐步发挥更大、更深刻的影响力，为
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产业振兴以及智

慧城市生活等方面提供重要的信息价
值、思想价值。最具代表性的是南方都
市报社向数据型媒体智库转型。其服务
对象既有政府，也有行业企业乃至个人
用户，服务的内容包括提供解决方案与
观察报告、开展调研、提供日常生活服
务等，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
治理格局方面取得了一些硕果。

一些传统媒体布局垂直行业的融媒
终端建设，根据用户需求量身定制策划
方案，提供精准服务，落地并且执行某些
项目与活动，大大拓宽了经营路径。比
如，长江云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为试点，
合作共建融媒体中心和教学实训平台，
推进武汉信息学院融媒体建设。结合企
业实际，长江云还推出企业融媒体等产
品，有效推进东风集团在武汉的落地，在
媒体融合的广度和深度方面都作出了有
益探索。

更有一些传统媒体创新媒体投融资
政策，在多元化运营、商务化方面迈出大
胆步伐，与合作伙伴强强联合，布局创意
产业园项目。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就拓展
了立体多元的产业格局，高水平规划建
设羊城创意产业园，重点加快岭南数字
创意中心，全力打造“以羊城创意产业园
为核心的千亿级数字文创产业城”标杆
项目，迈出了先行一步。

取长补短 构建运行有效体系

“新闻+政务服务商务”模式的出现
是顺应主流媒体深度融合趋势的产物，
也为这种融合闯出了一条新路。“新闻+
政务服务商务”模式将传统媒体嵌入城
市、社区，融入社会治理与服务，既实现
了很好的社会效益，也为媒体融合背景
下传统媒体商业化痛点——盈利模式问
题的解决提供了很好的思路。

比如，浙江省安吉县融媒体中心打
造“安吉优品汇”“游视界”等平台，打通

线上线下资源渠道，让百姓的优质农产
品从“田间地头”直通消费者“自家灶
头”。2022 年，该融媒体中心总收入达
4.87 亿 元 ，其 中 智 慧 信 息 收 入 占 比
79.3%，包括收视费、智慧城市项目、网络
增值、APP移动端等。

不过，安吉县级融媒体中心这样的
范例并不多见。当下，“新闻+政务服务
商务”模式的实践仍有探索的空间，很多
传统媒体仍然无法凭借这一模式实现真
正意义上的自我“造血”，究其原因主要
在体制机制、人才、技术等方面存在诸多
掣肘因素。这种探索仍需要面对很多课
题，一些短板亟待补上。

在体制机制上，目前传统媒体“新
闻+政务服务商务”的实践未能推进一
体化运营体系的打造，资源不够集中，缺
乏多层级整合和整体性的布局。只有从
顶层设计发力，才能构建起运行有效的
一套体系。

不少传统媒体“新闻+政务服务商
务”模式更多还是停留在“新闻+政务”
阶段。除了政务领域布局，还需在服务、
商务领域创新合理路径，拓展思路与眼
界，实现多样化经营，为媒体融合之路提
供源源不断的动能。

在服务水平上，由于传统媒体在内
容产品上精准性、时效性、表现形式等方
面有待提升，用户体验感、互动性、参与
度有待加强，政务服务水平还不够精准
和人性化，便捷性和效率有待加强，用户
黏性有待于进一步巩固。

在技术上，由于缺乏资金实力，传统
媒体拓展“新闻+政务服务商务”模式仍
然受限于技术短板，无法与内容形成高
效驱动。对此，应汇聚更多力量，加强合
作，利用5G、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
等信息技术赋能，善用短视频、直播等传
播新形态，打造智慧化、多场景的全新体
验感的服务模式。

（作者单位：中华工商时报社）

强化“新闻+”模式 推动新生态圈构建
□文雪梅

咨询问答功能是《人民名医》的核心功能。图为《人民名医》直播节目中受邀
嘉宾在线接受网友提问。 健康时报社 供图

今年9月16日，是人民日报健康客
户端正式上线三周年。3年前的2019年
9月5日，人民日报社编委会决定，旗
下健康时报社承担建设并运营人民日报
健康客户端。2020 年 9 月 16 日，人民
日报健康客户端正式上线。

3年来，随着《人民名医》直播等
核心产品的陆续推出，健康时报社进入
深度融合发展时期，其打造的人民日报
健康客户端在内容融合、功能融合两个
维度上持续深入推进，探索了一条有效
的专业媒体深度融合发展路径。

内容融合：以点带面，实
现“四多”内容供给

《人民名医》直播自上线以来，每
期节目邀请国内三甲医院主任医师及以
上级别专家做客直播间，聚焦某一高发
疾病的防治，在线互动答疑。每期直播
节目时长1小时。

截至 2023 年 12 月 15 日，《人民名
医》已播出918期，涵盖75个单病种学
科，邀请了185位医院院长、316位各
学科顶尖名医在线互动，累计播放量近
15 亿人次，成为业内播出时间最长、
合作专家级别最高、联动播出平台最多
的疾病教育节目之一。

实现多平台、多渠道的内容供给。
《人民名医》直播节目作为内容孵化母
体，实现了多平台直播、多渠道分发，
形成了“八爪鱼”式内容供给创新，打
造了媒体深度融合内容生态。对外，实
现全网多平台分发播出，每期节目同步
在腾讯、百度、搜狐、微博、今日头
条、网易、知乎等 28 个左右的主流直
播平台落地播出；对内，丰富各产品内
容形态，根据本社各个平台、产品的特
点，每期节目的相关内容在健康时报
网、健康时报纸媒、健康时报微信及微
博等落地，把优质的名医资源最大限度
地传播、放大、增值。

实现多介质、多载体的内容供给。
直播核心知识点，同步生成文字、短视
频、海报图片等多介质内容产品，提供
给抖音、快手、微视等网络平台，以及
小米音箱、小爱音箱等家庭场景和奥迪
本年度全系车型车载大屏等移动场景。

每期节目平均制作发布至少 38 张海
报、6 篇疾病教育文章或科普报道、3
条短视频，充分实现了多介质、多载体
的融合传播。

功能融合：尖兵突破，提
供疾病教育服务

咨询问答功能是《人民名医》的核
心功能，与客户端“问医生”“查疾
病”“寻好药”以及视频系列节目《大
夫说》等，形成尖兵突击、整体协作、
一体推进的功能产品布局。

运营团队设置了网友运营小组，从
线下患者召集、线上问题收集，到病例
整理、专家答疑，把直播时非常宝贵的
专家问答内容，同步填充至客户端“查
疾病”病种知识库，从而与客户端的

“查疾病”“问医生”“寻好药”形成联
动的一站式服务模式，根本上解决网友
的问询需求。

以肺癌为例，我国每年新增 70 多
万肺癌患者，目前《人民名医》完成了
60 余期肺癌主题的直播，每次直播都
衍生出网友最关心的问题，如肺结节是
否会变成癌症？微创手术效果如何？服
中药能去掉肺结节吗……这些问题都融
合到客户端的各个功能板块上。患者在
查询肺癌的相关内容时，可以快速查询
到肺癌疾病的相关问答、权威三甲医院
的科普文章和视频；底栏还适配有“帮
我找医生”“帮我找医院”两个功能

键，如有进一步的需求，还可以一键转
入医生问诊环节，以及医院推荐，实现
诊疗咨询的全流程服务。

在《人民名医》目前已播出的918
期节目中，涉及 73 个高发病种，专家
共解答1.2万余个网友问题。在网友个
体咨询、轻问诊基础上，已逐次形成
1000余种疾病的热门问答。

全面激活：厚积薄发，为
深度融合持续蓄能

《健康时报》积累的23年资源的厚
积薄发以及举办了6届国之名医盛典的
顶尖专家储备，为健康时报社的媒体深
度融合持续注入动力。

截至2023年9月，国之名医盛典共
举办6届，由来自中华医学会、中国医
师协会等国家级学、协会的131个临床
学科（含亚学科和重点病种）的280名
现任主委、前后任主委担任学术委员会
委员和主席团成员，共推举产生来自
30个省（区、市）383家医院的1924位
国之名医。

名医榜单实行学术委员推举制，评
选经过学术委员会委员初推、网络公
示、候选人所在单位意见、学术委员会
主席团评审评议、联合主席审定、候选
医生所在医院上级管理机关“函备”等
6个程序。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作为主
办单位，其相关人员不担任学术委员，
也不参与任何具体推举工作，只承担会

务组织工作，确保榜单的权威、客观。
历届国之名医盛典榜单已成为人民

日报健康客户端的硬核医疗资源，也成
为客户端输出权威、科学、客观内容的
重要保障，构成《人民名医》直播的主
要专家群体，也成为《人民名医》最重
要的核心资源与独家优势。

进入榜单的各学科名医及其团队，
作为客户端疾病教育和疾病管理板块的
专家候选池，定期受邀参与“查疾病”

“问医生”“人民日报健康号”等医疗健
康服务板块。

从内容融合上看，《人民名医》在
融合本社各个平台、整合各类介质方
面，正逐渐成为内容生产的引擎，形成
了一个良好的内容融合生态。

从功能融合上看，《人民名医》持
续地满足网友求医问药的个性需求，并
与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问医生”“查
疾病”“寻好药”以及全年推出的近百
个主题服务产品组成产品群，更好地满
足了网友个体、功能、互动的需求。

经过3年的深度融合实践，健康时
报社的融合发展取得了一定成效。人民
日报健康客户端、《人民名医》直播分
别先后于 2021 年、2022 年入选中宣部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中国报业深度融
合发展创新案例”。

同时，健康时报社坚持深度融合，
业务形态、人员布局、管理制度、企业
文化已比较成功地转型为以新媒体线上
为主营来源的融合型互联网媒体公司。
目前健康时报社纸媒的广告收入占全社
不到1%。健康时报社经济效益增长较
快，总营收、利润是3年前的3倍。

对于媒体的经营发展而言，如果不
是真正地基于数据基础之上的，而仅仅
是以一种品牌加持，未来的经营发展一
定会被基于从算法到AI的浪潮中逐次
边缘化。固此，面临滚滚而来的数据化
的天际线，媒体要义无反顾地敞开胸怀
去热烈拥抱数据化中心观时代的到来，
尽管相对于融合发展，其难度、风险、挑
战不知道高出多少倍。当下或未来，媒
体或许真正要关注的是在深度融合的基
础上，大力拥抱数据中心观时代的到来。

（作者系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健
康时报社总编辑）

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

内容与功能融合持续探索深融
□孟宪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