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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账号影响力周排行
（7月21日—7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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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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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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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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是直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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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果TV
北京时间
澎湃新闻
新闻晨报
四川观察
中国蓝新闻
红星新闻
新京报
每日经济新闻
财联社APP
极目新闻
荔枝新闻
济南时报
广州日报
南方都市报
河南日报
界面新闻
天目新闻
南方周末
大象新闻
威海播报
湖南日报
大众日报
天眼新闻
都市时报
琅琊新闻网
新余发布
华商网
sxrtv-新闻中心
河南交通广播
顶端新闻
新华日报
河南新闻广播
都市频道
正观新闻
包头新闻网
广东广播电视台
河北日报
大河网
华龙网

中央新闻网站及新闻单位

地方新闻网站及新闻单位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

《决定》），《决定》指出“构建适应全
媒体生产传播工作机制和评价体系，推
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决定》同时
指出，完善生成式人工智能 （AIGC）
发展和管理机制。这为主流媒体下一步
融合和转型指明了方向。

主流媒体转型需系统性变革

由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
原有信息传播格局被打破，媒体生态环
境被全面颠覆，主流媒体应从观念、目
标、思路、体制、具体路径出发，通过
彻底的互联网转型进行系统性变革。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
区块链和5G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迅猛
发展，互联网逐渐从根本上颠覆了主流
媒体的生态环境。

从经营模式上看，传统商业模式与
盈利模式基本坍塌。在传统的“二次销
售”商业模式中，第一次销售是将内容
通过媒体发行销售给受众，第二次销售
是将受众的注意力销售给广告主，传统
主流媒体通过发行和广告两大业务形成
了完整的商业闭环和稳定的盈利模式。
但随着信息传播格局的变化，受众不再
将主流媒体作为获取信息的第一入口，
发行业务和广告业务都因受众被分流受
到了巨大冲击。

从生产方式与产品形态上看，传统
内容生产流程与机制将会在互联网带来
的信息量与信息时效争夺中被淘汰，相
较单一形态产品也难以满足 AR、VR
等信息呈现技术发展下用户的多元化产
品形态需求。从传播形式和传播效果上
看，由于互联网商业平台占据了信息第
一入口地位，越来越多的主流媒体嵌入
商业平台，成为社交平台的内容生产者
和提供商，借助平台的力量来实现舆论
引导并产生商业效益。但这种方式需迎
合商业平台的内容呈现形式，限制了多
样化的媒介传播方式与舆论引导力的发
挥，其积攒的用户、流量与口碑也可能

成为他人的“嫁衣”。
在这样的媒体生态环境下，局部调

整于事无补，主流媒体亟待通过系统性
变革适应被互联网颠覆的外部环境。

“所当乘者势也，不可失者时也。”互联
网改变了舆论环境和媒体格局，催生了
新闻传播新技术、新业态、新机制，推
动主流媒体朝着互联网转型方向变革。
这就是主流媒体的“大势”。

首先，在观念和目标上，需摒弃安
于现状、得过且过的落后观念，在秉持
互联网用户思维的基础上坚持技术先
行，坚信只有实现彻底的互联网转型这
一融合目标才能获得可持续发展。同
时，通过高层领导的观念革新加速中层
干部和业务层员工的融合观念向好发
展，通过全员观念转变为系统性变革注
入活力。

其次，在思路和体制上，将打破僵
化的体制机制作为变革之首，在机制突
破的基础上提高经营创收能力，进而赋
能生产传播全流程提质增效，并跟进后
续融合激励措施。

最后，在具体路径上，以“大融
合”思路为指引，搭建起区域化或行业
化的自主可控平台，以技术赋能全媒体
生产传播工作机制重塑，基于互联网尤
其是移动互联网调整评价体系，以内容
提质增效、传播精准有效、用户重建和
商业模式重构向互联网转型方向发展。

重构流程，重塑新质生产关系

生成式人工智能通过提高内容生产
传播效率加速媒体新质生产力的形成，
主流媒体应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实现新
闻生产传播各环节的跳跃式互联，重构
全媒体生产传播流程，塑造适应新质生
产力的新质生产关系。

首先，技术变革下生成式人工智能
赋能生产传播。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
江考察时指出：“整合科技创新资源，
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以
数字化、智能化技术为首要驱动，人工

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
术成为推动媒体新质生产力形成的核心
动力引擎。相较决策式人工智能，以
ChatGPT 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在
文本创建、翻译、搜索、更正等方面展
现出巨大潜力，通过与人类主体协同工
作，有效提高了工作流程效率，推动

“人机关系”观念逐渐从敌对转向协
同。生成式人工智能在重构新闻生产传
播模式与产业链结构上发挥着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成为媒体新质生产力发展过
程中最重要的智能化劳动工具，有效拉
动生产力的跃迁。

主流媒体应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
推动媒体技术向核心化、更新化升级，
实现媒体劳动资料向智慧互动、更广范
围跃升，赋能全媒体生产传播质量与效
率的提升。在内容生产上，媒体可利用
智能剪辑、智能审校、虚拟主播等功能提
高内容生产效率，借助自动写作、自动绘
画等提供生产创意，丰富内容产品形
态。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依托“央视听
媒体大模型”推出以我国自主 AIGC 技
术支撑制作的动画片《千秋诗颂》，从美
术设计、动效生成再到后期成片，均由
AIGC 辅助制作。在传播方式上，媒体
可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将一条新闻
实时生成文字、音频、游戏体验等多类模
态，拓展内容传播渠道与传播形式。

其次，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重塑生
产传播流程。

以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等为代表的
新质生产力为全媒体生产传播流程带来
了机遇与挑战，在赋能生产传播效率和
质量的提升的同时，也要求加快形成与
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质生产关系，即
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重塑媒体生产传播
全流程。

在传统流程中，新闻生产经历由记
者或编辑参与“策、采、写、编、发”
环节呈现给受众的单向过程。这种单向
过程耗时久、耗费人力大，难以满足移
动互联网时代对媒体提出的时效性强、
信息量大的高要求。主流媒体应把生成
式人工智能内嵌到内容生产传播机制
中，按照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规律和要求

彻底重构生产传播流程，所有人员可以
随时、随地便捷地使用生成式人工智
能，充分发挥“生成式 AI×”的潜
力，显著提升生产传播效率、能力和创
新潜力。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要深刻总
结之前“中央厨房”“融媒体中心”等
新技术难以充分发挥其作用的教训，真
正建立起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全新生
产传播机制和流程，以新质生产关系促
进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
有效落地。

完善主流媒体评价体系

评价体系是指挥棒，基于互联网
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评价体系能够加
快主流媒体的数智化融合和转型，新
型评价体系应从全媒体传播出发，向
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方面的指标
聚焦和倾斜。

第一，基于互联网和用户。随着
主流媒体纷纷“借船出海”，内容传播
渠道向互联网平台延伸。主流媒体应
重视互联网的传播主阵地的地位，将
评价指标从纸端向互联网尤其是移动
端倾斜，从读者、订阅量向线上用户
数、互动量倾斜，将在各平台有影响
力的传播账号数量、作品传播情况等
纳入工作评价中。

第二，基于日活跃用户数量。主流
媒体通过打造自主可控平台实现“造船
出海”，但相较其他互联网商业平台，
用户体量较小，用户黏性不足，极易沦
为“僵尸”客户端。在自主可控平台，
应以扩大用户覆盖面、增强用户黏性为
目标，重点关注平台日活跃用户数量。

第三，基于实际效果与商业价值。
主流媒体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统一于
传播价值，且经济效益是社会效益的商
业价值体现和实际体现。因此，对于主
流媒体融合和转型的评价，不仅要考虑
全媒体传播的效果，更要考虑其是否获
得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和商业价值，
否则就难以说明其社会效益是真正落地
的，更难以实现自我造血机制，也更难
以可持续转型和发展。

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

如何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
□郭全中 朱燕

福州日报社旗下“一碗福州”项目
近日入选第四届中国报业深度融合发展

“全媒体传播建设类”创新案例。
“一碗福州”是根据福州市建设

“数字福州”“平台福州”的要求，由福
州日报社打造的福州美食文化全产业网
络平台。其关注闽菜全产业链，立足讲
好闽菜故事，提供美食资讯服务，拓展
美食产业链条，服务闽菜发展，助力闽
菜走出去。“从田间地头到餐桌文化”
是“一碗福州”的核心口号。

该项目自创办以来频频获奖、硕果
累累：2017 年获福建文创奖，2019 年
获中国创新创意传媒案例大奖，2023
年入选“全国地方党媒深度融合年度创
新项目”优秀项目、福建省报刊十大名
栏目等。“一碗福州”已成为一张福州
城市的文化名片。

一本图书：
开启项目立项及拓展

如果福州是个碗，你会往里装什
么？说到“一碗福州”的起步可以追溯
到2017年。时值 《福州晚报》 创刊35
周年，《福州晚报》首次以美食为主题
著书献礼读者。

《一碗福州》图书由福州晚报社与福
建美术出版社联合策划出版，前期经历
了近180天的筹划与准备，邀请了2位福
州城内顶级美食写手“流浪的红舞鞋”与
马语为本书作者，编写35位城市领路人
的味蕾故事，精选并介绍了 100 家城内
餐厅的福州美食，其中有传统闽菜酒楼，
也有新晋闽味小吃；既有闹市富丽堂皇
的餐厅，也有巷尾烟熏火燎的小店。

《一碗福州》出版后，团队策划了
多场签售会，邀请城市名人共同推介，
形成了一定影响力。由此，“一碗福
州”知名度打响。

最初的《一碗福州》图书仅仅是单
一地介绍福州的餐饮文化，在 2020 年

有了转变。“我们开始关注食物的源
头，关注闽菜从‘田间地头’到‘餐桌
文化’的各个环节和过程。”“一碗福
州”项目负责人黄君薇介绍，2020 年

“一碗福州”以项目形式正式立项，探
索多元发展，相继举办了一都枇杷节、
连江鱼丸节、茉莉花茶节等活动，上线

“一碗福州”商城，上架福州各县、乡
农产品，助力乡村振兴。“这样的发展
定位与福州市弘扬闽菜文化的发展战略
相契合，做到了共赢。”黄君薇说。

沉“鱼”落“燕”：
视听形式讲述闽菜故事

《沉“鱼”落“燕”》是福州市商
务局出品、福州日报社制作的闽菜宣传
短视频，也是“一碗福州”项目全媒体
融合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入选
2022 年优秀城市融媒体综合影响力短
视频TOP10。

视频《沉“鱼”落“燕”》讲述了两大代
表性闽味小吃鱼丸和肉燕的历史渊源，
最终成片时长仅有4分钟，但在前期的
策划与拍摄上下足了功夫。“我们策划了
3 个方案，经过多次商讨最终确定下这
一方案。”黄君薇回忆说，标题中的“鱼”
和“燕”分别代表了福州传统小吃鱼丸和
肉燕，取名“沉‘鱼’落‘燕’”也与福州鱼、
水文化相契合。

《沉“鱼”落“燕”》一经播出便
走红福州朋友圈，在微博收获超过
3000 万的阅读量。视频制作精良，妙
趣横生，虽是短视频，却具有电影的质
感，古风的拍摄风格颇富韵味，视频中
融入福州三坊七巷、上下杭、闽越水镇
等历史人文地标景观，不止于舌尖风
味，更将这座“有福之州”的城市风韵
贯穿其间，通过全新的表达形式与影视
符号，使闽菜文化被更多人知悉。

此外，“一碗福州”也为这一城市
新 IP 打造了“报”款文创产品。作品

以1982年1月1日《福州晚报》首次试
刊的头版页面为视觉主题，融入福州屏
山、乌山、于山、乌塔、白塔及闵江

“三山两塔一条江”的地标图案，沉
“鱼”落“燕”礼袋应运而生。

全媒传播：
从单一到多元不断融合

“一碗福州”项目组通过福州日报
社旗下报刊、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和小
红书、微博、抖音等网络平台，以及举
办线下活动等方式，全方位立体化宣传
闽菜文化。

其中，“一碗福州”微信公众号打
造“吃遍100家闽味餐厅”栏目，探访
福州的闽菜餐厅，通过专业测评与评

选，为大众提供餐厅推荐服务。“一碗
福州”视频号和“这里是故乡”视频号
分别探访城市餐馆、探游乡村农文旅，
推出“吃遍100家闽味餐厅”系列短视
频，成为福州目前浏览量最高的媒体探
店短视频。“一碗福州”抖音账号对闽
菜产业进行常态化直播，首播就冲上抖
音平台的“福州地方菜榜”第二名。

同时，“一碗福州”项目组在每年
12月评选出100家福州获奖餐厅，对这
些餐厅进行推介，与其中的餐厅进行品
牌合作，并设有“中国金碗奖”，评选
出 TOP20 福州年度餐厅榜单，并为这
些餐厅颁奖。该榜单也成为福州最权
威、最具影响力的餐饮榜单。

除了传统闽菜的传承，“一碗福州”
更致力于新闽菜的创新发扬，在微信公
众号开辟“闽味新声”栏目，为年轻闽菜
厨师打造平台。目前“一碗福州”已经对
20位年轻厨师进行了采访与报道，讲述
他们与新闽菜的不解情缘。

“我们希望能够为这些年轻的厨师
提供更好的平台，带给他们更多的发声
机会，助力闽菜的创新，让更多人看到
新闽菜的发展。”黄君薇对新闽菜充满
期待。

现在的“一碗福州”内容更加丰
富，宣传媒介也变得更加多元，不断探
索适应年轻一代的信息交流和阅读方
式，用更加轻松的方式向年轻人传达闽
菜文化。从福州的风物食材到餐饮文
化，“一碗福州”关注从“田间地头”
到“百姓餐桌”的新闽菜全产业链，已
成为福州市一个文化产业示范项目。

“作为媒体人，我们的核心始终是
从文化入手，用文字和新媒体向大众传
递最客观的福州餐饮文化，传播具有深
厚历史底蕴的闽菜文化。”黄君薇提
到，未来“一碗福州”项目将不止于福
州，而是“一碗福建”，对福建各地市
的风物特产、闽菜文化将深入研究，助
力闽菜文化“出圈”。

福州日报社打造“一碗福州”品牌

全媒体融合讲好闽菜故事
□本报记者 张福财

■媒情媒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