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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张的春运、热闹的庙会、多彩的活动……这些场景和活动共同构成了龙年春节的热闹氛围。节日期间，主

流媒体的新闻客户端依然提供了多样化的服务，充分展现了“新闻+服务”的运行模式。《中国新闻出版广电

报》记者观察到，今年媒体新闻客户端着重聚焦龙年特色，开启多元化寻“龙”，善于与用户进行双向互动，增

强用户黏性，并提供了细致的文旅出行攻略，让媒体的新闻客户端展现出更多特色和优势。

新闻客户端新春突出特色化服务

引导力强 文化味浓
□本报记者 齐雅文

春节期间，大家倾向于走出家
门，感受不一样的春节氛围，各地纷
纷开展具有当地特色的相关活动。
各地媒体的新闻客户端也有针对性
地推出了相关的文旅攻略、年俗活
动攻略以及出行指南，尽可能地为
大家提供实用性的参考指南。

广东的年味儿一向很足，羊城
晚报·羊城派客户端推出的岭南年
味文旅地图，以互动 H5 形式展
现，让一份简单的出行攻略条理清
晰、可圈可点。在岭南年味文旅地
图中，演出类、文博类、旅游类和
非遗类信息被依次排布，网友只需
点开对应部分，便可以看到具体名

单和新春活动的举办时间与举办地
点，十分方便。

同样，海南日报客户端也充分
运用了互动H5这一形式进行出行
信息整理。2月4日，在琼州海峡
春运工作新闻发布会上，有关部门
对海口“三港”春运作出最新调
整，海南日报客户端便对这些内容
进行梳理，推出 H5 《海口“三
港”春运过海最新攻略来了》。H5
中，如何购票、暖心服务、过海须
知和温馨提示四类内容都被呈现，
体现出浓浓的人文关怀。

龙年春节，在湖北去哪儿玩？
吃什么？怎么逛？湖北日报客户端

为网友已经整理好了逛吃攻略。
《680 余场商文旅活动带您开启
“荆”彩龙年！》中，可以看到湖北
各地的消费盛宴，《湖北各地过年
怎么玩，看这一篇就够了！》 中，
庙会、滑雪场和博物馆等春节热门
去处则被系统整理，为网友提供了
详细的日程安排。

陕西日报·群众新闻客户端开
设了《春节游陕西》栏目，从西安
博物馆游、西安演艺游、西安主题
街区游、西安美食游、关中民俗
游、陕北红色游、陕南乡村游、文
明旅游、旅游安全等方面，全面展
示新的一年陕西的新气象、新风
采，让更多人感受欢乐的节日氛围
和独具魅力的三秦文化。

在这个春节，浙江各大博物
馆、美术馆有什么样的重磅大展、
春节特展？从2月5日起，潮新闻
推出春节特别策划“馆长的春节
档”，浙江省博物馆、杭州博物
馆、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良渚博
物院、浙江展览馆等文博单位负责
人分别分享各自的春节计划。这样
的策划，不仅让专业人士发挥了其
专业价值，还为广大网友提供了价
值颇高的参考建议，实用性极强。

新京报客户端在推出文旅攻
略方面，除了年俗活动信息外，
还重点呈现了博物馆+主题游线的
信息，例如，中国电影博物馆、
国家自然博物馆、首都博物馆等
场馆在春节期间的主题活动信息
展现，都更加突出了北京作为文
化中心的定位。

文旅攻略细致 出行指南实用

在这样一个移动互联网时代，
手机上网给人们带来了众多便利。
媒体在春节期间提供的也不只是单
方面的服务，而是更注重和用户的
互动。通过互联网，让用户参与到
话题讨论之中，不但参与感强，还
增强了用户黏性。

在媒体推出的众多春节互动话
题中，年夜饭是不可忽视的话题之
一，多数媒体新闻客户端都推出了
以年夜饭为主题的趣味互动。新华
日报·交汇点新闻客户端邀请网友
参加《我最爱的年味：江苏人年夜
饭图鉴》直播活动，网友通过投稿
晒出江苏人的年夜饭，拼出一幅带
有浓浓乡味的江苏人年夜饭图鉴，
在多个平台进行展示。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携手
湘菜名厨、湘菜名企推出“晒团年

饭 过幸福年”活动，邀请网友晒
出团年饭，征集内容以团年饭为主
题，记录团年饭里最好吃的一道菜
或一桌菜，以及一道菜、一桌菜背
后的故事，网友便有机会获得红辣
椒炒肉、辣白菜牛肉、湘乡叫堂
鸡、水煮西海博鱼等美食福利。

春节期间，甘肃日报·新甘肃
客户端推出了短视频征集活动，
#年，就是这个味儿#，号召广大
网友用短视频的方式，分享过年时
的独家记忆，用镜头定格幸福瞬间，
分享自己的年味儿故事，共同感受
喜庆中国年。在页面专区，有人在
赏花灯，有人在观赏新春烟火，还有
人在逛庙会，无数的精彩短视频，共
同构成了精彩纷呈的春节景色。

河南日报·顶端新闻客户端发
起了#河南年味最中国#特别策

划，号召网友到河南体验历史和现
代的交融，品味独特的年俗年味
儿。大家可以写下对新一年的盼
望，记录下归家途中的喜悦瞬间，
分享家乡美食和独特菜品，记录家
乡拜年活动，在河南体验地道中国
年，并给予相应的活动奖励。

封面新闻主办组织了“封面宝
贝 ‘龙’重登场——龙年上封面
秀宝贝 赢万元现金大奖”大型线
上征集、评选活动，参与活动的宝
贝们展示了他们可爱的一面，既有
才艺，也有趣味故事，展现出龙年
宝贝的多面和可爱。网友通过在封
面新闻客户端的分享、投票等操
作，不断加强了与封面新闻的紧密
互动。

在扬子晚报·紫牛新闻客户端，
新年寄语征集活动正式开启，网友
可以留下对家人、长辈、朋友等人的
新年祝福，这些祝福可以通过硅基
智能主播“小圈”和新闻客户端传递
给大家。

互动话题多样 用户参与感足

春节作为最受中国人重视的传统佳
节，时间长、年俗多，其中蕴含的传统
文化一直备受关注。今年是龙年，龙在
中国传统文化里象征着吉祥和力量，人
们会用龙来表达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
光明未来的期许。媒体在春节期间推出
的众多年俗历史、龙年故事等内容，为
龙年增添了更多文化趣味知识。

腊月二十三是北方小年，从这一天
开始，北京日报客户端就推出了老北京
春节民俗日历，梳理从腊月二十三到三
十的年俗。同时，对于一些年俗的由
来，北京日报客户端也呈现了相关内
容，比如，《除夕夜为何要吃饺子？包
含着民俗和历史》《贴春联有啥讲究？》

《京味儿春节礼，买什么？》等，聚焦春
节年俗中的多个细节，进行深度探究，
以讲故事的方式进行科普，既有历史深
度，也有地域特色。

近日，福建在春节期间的游神活动
在社交网络上引起网友们的刷屏和关
注。在福建，浓浓的年味儿一直被大家
津津乐道。福建日报·新福建客户端在
展现福建年俗方面十分注重，主要通过
展现当地的年俗盛况，让更多人了解福
建各地的独特年俗，比如泉州民俗踩
街、南平舞龙、莆田闹元宵等，都展现
出浓浓的当地特色，让福建年俗被更多
人了解。

在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客户端，年俗
有了新的打开方式，即数字人主播讲年
俗，正月初二回娘家、正月初三走亲戚、正
月初五迎财神等趣味年俗，都被多位数字
人主播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讲述，让网友们
领略年俗讲解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今年是龙年，不少媒体推出了以龙
为主题的相关策划。大众日报·大众新
闻客户端推出的“寻龙记”系列策划，就
专注于寻找山东的“龙”，有的存在于瓷
器上，有的存在于龙船上，还有的存在于
剪纸、木版年画、泥塑等非遗文化之中，
展现出龙在山东各地的悠久历史。

在江西，也藏着各式各样的“龙”，有
的是非遗活动中寓意祈福消灾的“舞
龙”，有的被绘在文物上、历经千年仍光
彩不减，有的则悄悄藏在了人们身边，在
街头巷尾的路标、门牌上，在赣鄱的青绿
山水中，在墨香飘逸的书页里……大江
网、大江新闻客户端推出的“赣鄱寻龙
记”系列策划，便带网友深入了解了江西
本地各式各样的“龙”。

通常说到年味儿以及年俗，大家都
会将目光锁定在传统文化领域，但在当
下的网络时代，新年主题手机壁纸、龙
年表情包、红包封面等成为年轻人的“过

年三件套”，年味儿不仅线下有，线上
也有。南国早报客户端另辟蹊径，

将寻找“龙”的目光锁定在网
络，展现出传统节日在网
络时代的新活力。

年俗故事有趣
传统文化诱人

由许许多多的瑞兽组成的龙、寓意着“连年有
余”的“缸鱼”、精美的“飞龙在天”摆件……一个
个与龙和年有关的民俗知识巧妙地融入中国美术馆馆
长吴为山、作家冯骥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朱炳仁等

“名家大拜年”的视频之中，这些系列短视频由央视
频原创制作，在春节期间圈粉无数。结合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 （以下简称总台） 2024龙年春节期间推出的
各类年味儿十足的节目，央视频推出了一系列原创内
容，在春节期间掀起了新一波“思想+艺术+技术”
的创新融合传播热潮。新春长假期间，《中国新闻出
版广电报》记者采访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视听新媒体
中心副召集人陈旻，请其介绍今年春节期间央视频迎
新春的理念及做法。

名家大拜年 文化“礼”相随

“龙年春节来临之前，央视频与《文化十分》节
目合作，快速推出竖屏幕产品‘名家大拜年’，力邀
各文化名家在给大家拜年送福的同时，普及传统文化
知识，形成了一个富有年味儿的文化高地。”陈旻表
示，春节不仅是团圆的时刻，也是传承和弘扬中华传
统文化的重要日子。

“央视频作为总台的新媒体旗舰平台，在做好春
晚三维菁彩视听超高清新媒体全球传播的同时，春节
期间还借助春晚大IP推出了各类周边衍生内容在央
视频上呈现。”陈旻介绍说，除“名家大拜年”“康康
说”“千古名篇”“2024young在春晚”等春节特别节
目外，还策划了一系列春晚互动活动进行运营，借春
晚之力打造具有总台人文特色及浓郁文化气息的国家
级5G新媒体平台。

“竖屏产品更适合新媒体传播，而‘名家脱口
秀’的形式则让观众更有亲切感。”陈旻认为，“名家
大拜年”选择让名家直面镜头，言之有物的内容直接
传递给每一个观众，打造出一款非常个性的文化拜年
产品；而“康康说”Flag立起来之新春读书计划，请
康辉与康震组合与观众一起开启新春读书计划，更是
体现出节目的文化引导意义。

另外，春节期间，央视频联合CGTN推出中英
文双语诗词文化节目《千古名篇》首季，从7个不同
年龄段演绎“千古第一才女”李清照的诗意人生与经
典诗词。《千古名篇》每集5—10分钟的短视频形式
更符合“Z 世代”的观看习惯，让传统文化焕发新
生，而双语字幕则让海内外观众都能看懂，向世界讲
述中华文化与中国故事。

融入用户思维 在线创意互动

继央视频接连推出2023总台春晚、秋晚“和美
好礼”互动活动之后，2024年央视频也不例外推出
同主题活动。享“和美好礼”成为一种趣味又惊喜的
节日仪式。

“我们希望除了成为春晚、秋晚的互动平台外，
还可以为总台更多的节目提供互动服务。”陈旻表
示，各类节目可以通过央视频实时收集整理节目数
据，还可以通过“央友圈”的100多个各类圈子打通
用户和内容的联动路径，延伸话语空间，更好地把握
用户思维理念与用户需求，赢得受众市场。2024春
节期间，“央友圈”推出了“辰”风破浪过大年、名
家大拜年圈“礼”喜相连、运动迎新春、宠物年夜饭
等有奖互动活动，为央友们的新春假期增添了不少别
样的暖意与趣味。

“百岁老人本身就代表了一种幸福与吉祥，他们
送出的祝福更是祥瑞。”陈旻说，央视频推出的“百
岁老人送祝福啦”得到了各个媒体号的大力呼应，全
国各地百岁老人送祝福的短视频接连不断推出，形成
了一道春节期间尊老爱老的亮丽风景。

“春节期间，央视频还向观众们送出了一份特殊
的年礼——‘国聘行动’第四季。”陈旻说，希望这
份特殊的公益性年礼可以帮助求职者在新春假期后能
更快地入职心仪的岗位。他认为，“国聘行动”是央
视频践行媒体社会责任的一个金光闪闪的品牌。自
2020年启动的“国聘行动”现已推出第四季，不断
彰显着总台的媒体担当。

结合自身特色 创意创新无限

央视频还推出了不少与文化相关的内容。“12K微
距看国宝”便是一个重要的代表作品。陈旻介绍说，通
过12K微距拍摄三星堆出土文物，发现了不少专家都
没有发现的细节；而12K素材打造出的三星堆数字展

“触梦三星堆——12K沉浸式数字全球巡展”沉浸式体
验空间在北京、上海的特展，同样令人震撼。

“体育赛事是央视频的主力产品，不少观众在央
视频看体育比赛。”陈旻介绍，春节期间，世界泳联
锦标赛、斯诺克威尔士公开赛、欧冠联赛等体育赛事
都正常举行，央视频将全面转播这些体育赛事，为体
育迷们送上“春节体育大餐”。

陈旻还介绍，总台各垂类频道由其相关节目中心
运营，使传统节目与新媒体内容实现了“一体策划、
一体生产、联动运营”的深度融合，也让央视频5G
新媒体平台与各节目中心实现了更紧密的捆绑，保障
了垂类频道全媒体运营的专业性和流畅性。在全媒体
融合传播的新语境下，央视频通过思想站位、艺术融
入、技术引领，以“思想+艺术+技术”进行创新融
合，充分发挥“内容+平台+技术”的整合优势，不
断推出精品力作，打造“希望之频”“未来之频”。

央视频：以“思想+艺术+
技术”进行创新融合
□本报记者 常湘萍

■本期关注：新闻客户端“新闻+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