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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账号影响力周排行
（8月4日—8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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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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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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社
中国网
紫光阁
法治日报
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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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海外版-海外网
环球人物杂志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环球资讯
半月谈
看台海
中国军视网
农民日报
中国妇女报
中国警察网
未来网
人民政协报
中国日报网
国是直通车
中国经济网
人民政协网
光明网
工人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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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果TV
北京时间
澎湃新闻
四川观察
新京报
新闻晨报
北京日报
中国蓝新闻
广州日报
济南时报
极目新闻
红星新闻
九派新闻
财联社APP
潇湘晨报
齐鲁晚报
荔枝新闻
大象新闻
重庆晨报
湖北日报
南方都市报
河北日报
南方周末
青岛新闻网
湖南日报
河南新闻广播
河南卫视
天目新闻
新安晚报
正观新闻
都市频道
界面新闻
新民周刊
天眼新闻
羊城晚报
威海播报
济南日报
河南交通广播
sxrtv-新闻中心
新华日报

中央新闻网站及新闻单位

地方新闻网站及新闻单位

从淄博到哈尔滨，再到天水，看到
一个又一个网红城市引来天南海北的游
客，挣得“泼天的富贵”，各地逐渐意
识到，提升城市知名度的重要性。网红
城市是一个新兴的定义，指的是在媒体
融合趋势下，借助社交媒体发展在短时
间内走红的城市，带来线上话题流量与
线下游客数量的激增。在由短视频平
台、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和报纸、电视
等传统媒体构建而成的全媒体环境下，
城市形象宣传的传播主体变得更加多
元，传播渠道更加丰富，传播过程互动
性更强，传播内容也更加多维。换句话
说，网红城市是包含政府有关部门、大
众在内的多主体借助媒体平台，结合当
地特色，宣传城市形象的结果。

城市形象的传播看似简单，但这其
中充满挑战，需要有顶层全局设计，也
需要懂得借力全媒体优势。“媒体大融
合”进程造就了全媒体传播格局，深刻
影响着传播生态与格局。如何在全媒体
语境下提升城市形象？除了做好事件营
销，以下几个方面同样值得关注。

用好全媒体渠道

在新媒体和传统媒体交融的当下，
城市形象传播有了更多的渠道和路径选
择，但也增加了因缺少整体规划导致的
信息传播精准触达不够的风险。此时，
全媒体一体化的传播对策显得尤为重
要，关键是针对不同媒体渠道的特点制
定独特的传播对策。

新媒体平台创新信息传播方式，短
视频是其中重要一种，以信息密度大、
使用门槛低见长，利用公众碎片化时间
进行信息传递，大大扩大了信息传播范
围。同时，新媒体平台的优势还在于可
以进行定制化精准推送，根据受众的关
注点的不同提供不同侧面的城市信息来
达到提升城市形象的目的。

一般来说，新媒体平台会按照不同
的方式将信息推荐给对应用户，包括兴
趣推荐、地理推荐、热点推荐和随机推
荐等。城市想要达到提升影响力的一个
重要举措就是要配合平台做好精准的定
向信息投放。以兴趣推荐为例，平台根
据用户的使用痕迹和浏览习惯，向他们
推荐可能感兴趣的内容，根据这一机制

特点，有关部门可以用好“#话题”功
能标记，输出能提起用户兴趣的关键
词，向“爆款”内容冲击。此外，有关
部门还可以加深与新媒体的合作，根据
平台的用户分析数据，深度了解目标受
众画像，细化用户的喜好和需求，设计
出 更 有 爆 点 的 内 容 产 品 ； 用 好 平
台“精算分发”功能的同时，也让平台
基于内容的流量池叠加机制进行盲选推
送，让普通用户发布的内容被更多网友
看到，因为他们的文化体验自带生活气
息，容易收获更高关注度。

传统媒体是不能忽视的媒体阵地，
相比新媒体更具权威性，有其独特的优
势，比如，纸媒能够通过文字详尽地介
绍城市的旅游资源和特色文化，描述会
更加全面化和系统化。借势而起，规划
系列报道是传统媒体的一大优势。此
前，因热播剧火起来的湛江，之所以能
频繁出现在聚光灯下，不仅因其抓住了
社交网络的红利，更关键的是湛江让当
地纸媒接住了从新媒体传递过来的接力
棒，让城市持续“发热”。几家媒体从
多角度总结湛江打造网红城市的经
验、展示更多独具魅力的打卡点、加大
城市文旅资源开发和服务设施建设的
报道力度，并接连配发评论，提出推
进网红城市建设的建议，让受众对湛江
有了更加立体、深刻的认识，网红也逐
步走向长红。

做好内容的支撑

媒体渠道运用再好，如果传播内容
不能精彩到位，对一座城市来说，依然
很难成为网红。在全媒体语境下，众声
喧哗，如何避免内容同质化，让公众提
不起兴致，直接“滑走”；如何不让城
市在形象传播过程中，因内容过度娱乐
化或不够接地气，被网友诟病？从内容
本身到表达方式再到内容制作的参与者
的选择都值得城市有关部门探究。

首先，要构建“让人记住”的传播
符号。“宠客”的尔滨，“一碗麻辣烫带
火一座城”的天水，“满城尽是簪花
人”的泉州……细数近来火起来的网红
城市，每一处都其独特的标签。法国哲
学家鲍德里亚认为，要想成为消费的对
象，物品必须成为符号。同理，想要做

出被公众广泛讨论和传播的好内容，最
重要的一步是找到能够代表城市特点的
传播符号。特别是以Z世代为代表的互
联网年轻一代，偏爱标签化的表达，拥
有独特标签的城市更有可能引起他们的
注意。这就需要有关部门根据文旅特色
进一步明确城市的形象定位。与此同
时，应警惕陷入“眼球经济”的浮躁，
为了追逐流量、娱乐大众而让传播内容
过于肤浅庸俗。把握好城市自身的核心
资源定位，强调与受众的文化认同感才
是提升城市魅力的关键。

其次，要加入更多观察。拥有流量
的内容，必有“梗”，而这背后是对受
众的洞察。当一座城市的吸引力不再局
限于自然风光、传统地标，体验感和参
与感成为游客追求的旅游价值时，城市
形象的传播内容也就不能只停留在对当
地美食、美景的介绍上，而要能抖出

“包袱”。比如，以前人们去山西旅游，
大多是奔着云冈石窟去的。而近一年，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有了打开山西其他城
市的新方式——探寻古建。他们通过集
章了解古建背后的文化，还会找当地的

“守庙人”聊聊天……而这背后是一场
精准的内容运作。去年9月，山西省文
化和旅游厅、山西省文物局与一家社交
平台联合发起“山西古建入门指南”
活动。同时，12 期的 《我在山西做守
庙人》 专访内容在多个平台播出，这
种以守庙人的视角讲述散落乡野的国
宝故事方式，吸引了很多受众。活动
期间，社交媒体上，山西目的地搜索
曝光量同比增长近400%。事实上，相
比醋、煤和石窟，古建并不是当时人们
对山西最高的关注点，只是非常感兴趣
的，但这恰恰是解锁文旅内容流量的密
码。山西也因为这份洞察力，让城市有
了新名片。

最后，要让全民参与做内容。从多
个城市在网络上走红的经验可以看出，
越接地气的内容，越有流量。因为，普
通用户生产的、与城市形象相结合的内
容更贴近生活，更易引起公众的共鸣，
提高传播效果，同时，有可能将心理上
的认同转变为行为上的模仿，为城市旅
行再添“一把火”。比如，哈尔滨、淄
博的火热，有一大部分原因是被传播

“街梗”的游客捧出来的，他们从普通

人的视角出发，在社交平台上通过短视
频展现当地的烟火气、当地人的真诚好
客、当地政府的务实服务，让传播内容
具有更高的情绪价值。

让传播更具持久力

近期火起来的几座城市，看似是因
网络上一个个不经意的热门话题而起，
而这背后，多数跟多传播主体的精心策
划有关。想实现城市形象的持续有效传
播，有关部门要做好顶层设计，秉持全
媒体联动思维，整合不同类型媒体的优
势，制定传播策略，有步骤地树立具有
吸引力的城市形象。

从兵马俑到大唐不夜城，网红城市
西安作为十三朝古都，一直在传播当地
的历史文化；淄博主打的宣传理念是：

“烧烤，不仅是一种美食，更是深植于
历史的文化符号。”可以看出，一座城
市想要将“流量”转变为“留量”，还
得靠经过岁月沉淀的历史文化，这也是
城市形象传播的根本。

当然，想要持续保持城市热度，有
关部门还应注重形象传播的连贯性，制
定长期的城市形象传播规划，不仅对每
个时间段的传播内容及传播渠道进行策
略制定，还要设置反馈机制，建立起与
受众间的互动，及时根据受众反馈进行
城市形象传播策略的调整。

有关部门也要有善于发现更多传播
方式的慧眼。比如，近期热度居高不下
的新疆阿勒泰就是因一部微短剧走红
的。这种让观众与城市共情、影视与文
旅共生的方式值得探索。另外，随着外
国游客来华旅游愈发便利，一部分外国
博主将他们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拍摄成视
频在全球社交媒体上传播。随着带有

“China travel （中国旅游） ”标签的视
频火爆全球，有关部门也应抓住这一机
遇，通过外国博主的镜头，向世界展示
最真实的中国城市之美。

与此同时，在信息如此发达的当
下，城市一有突发事件出现，就容易被
大众“围观”，因此，有关部门还应设
立全面的舆情处理机制，积极引导网络
舆论。当然，想要城市长红，持续做好
城市管理、优化服务体验是最关键的。

（作者系《中国旅游报》首席记者）

城市形象传播：这几点值得注意
□王玮

以“草原云”技术为支撑，设立融
媒体指挥调度中心；打破部门限制，建
立实施工作室制度；发挥口岸城市优势，
搭建中俄融媒体品牌矩阵……自 2019
年8月30日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融媒
体中心（以下简称满洲里融媒）正式挂牌
成立后，一系列的融媒改革令满洲里融
媒突破原有格局，发展成为内蒙古满洲
里一朵独具优势的国际“草原云”。

资源整合 全员媒体

满洲里融媒是满洲里市党委直属公
益一类事业单位，整合了原报社、广播
电视台、俄语新闻中心、微波站4家媒
体单位的 27 个科室，设置了融媒体一
体化岗位编制，融媒中心内设科室 9
个。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融媒体中心主
任徐红梅在接受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
报》记者采访时，首先介绍了满洲里融
媒的基本架构。

徐红梅说，为了增强平台功能、提高
服务水平，满洲里融媒以“草原云”技术
为支撑，整合报纸、电视、广播、“满e融
媒”草原云 APP、“阿科诺”中俄双语
APP、官方微信微博、VK等媒体资源，打
破以往媒体条块分割的运作模式，以移
动优先的原则，构建了集“选题策划、指
挥调度、审稿发稿、传播分析、媒体服务”
等功能为一体的融媒体指挥调度中心。

徐红梅坦言，融媒体中心成立后，
确实对原有的采编运营工作产生了积
极影响。打造全媒体矩阵，培养名记
者、名编辑、名主持人、名网红推行宣
传员制度等，都是在融媒一体化中进行
的积极探索。

以“打造全区县级具有影响力的新
型主流媒体”为总体目标，满洲里融媒打
造了广播、电视、报纸、“满e融媒”草原
云APP、“阿科诺”中俄双语APP、“阿科
诺”中俄双语网站、官方微信、微博、抖
音、VK、新华号、头条号、蒙点号等18个
媒体平台，初步搭建了全媒体矩阵。

打通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人才使用通
道，推动名记者、名编辑、名主持人、
名网红等到新媒体平台施展拳脚，在新
媒体上开办了《小鞠看两会》《主播说
创城》等原创栏目，培育品牌公众号。
通过创品牌记者、品牌编辑、品牌主持
人等评选活动，最终打造品牌媒体。同
时，满洲里融媒还积极推行派驻宣传员
工作制度，建立了基层宣传员工作站，
派出 20 余名记者作为派驻工作站新闻
宣传的策划员、协调员，深入各区、教
育、卫生、公检法等重要单位进行宣传
报道；多次开办通讯员培训班，建立了
市融媒体中心通讯员群，开设了通讯员
邮箱，全力打通宣传思想工作到基层群
众的“最后一公里”。

保障机制 鼓励创新

人才是一切事业的保障。满洲里融
媒对内部进行了优化薪酬考核机制。

据徐红梅介绍，按照“老人老办
法、新人新办法”的原则，制定了《满
洲里市融媒体中心量化考核管理办
法》，满洲里融媒对编采人员业务水
平、工作能力等进行全面的、动态的评
估，增加了新媒体产品的考核权重，每
月对稿件分类打分，兑现奖惩，充分调
动干部职工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满洲里融媒还制定了《满洲里市融
媒体中心节目作品推优评比工作机制》
和《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关于新闻作品
推优评比奖励办法》，打破部门限制，建
立实施工作室制度，以创新为引领、项目
为统领，优选创作人员组成团队，每周
一、周三召开选题策划会，按部门+平台
的形式进行选题的推选上报，每月进行
最佳策划、最佳作品评选，评选出的作
品作为每季度推优作品及年末评奖备选
作品。近期上报的作品《“中俄新陆路
粮食走廊”项目为满洲里经济发展注入
新动力》获得内蒙古自治区广播电视局
第二季度广播、电视优秀新闻作品。

因为机制的创新，激发了人才的活
力。满洲里融媒不仅在主题宣传上守正
创新，频频有佳作，在国际传播上也迈
出了重要一步。

“我们充分发挥口岸城市地缘、人
缘、文缘优势，搭建了科学完整的报、
网、微、端架构，构建了最具活力的中
俄融媒体品牌矩阵。”徐红梅介绍说，
他们外宣平台主要有传统媒体《满洲里
报·俄文》、“阿科诺”中俄双语网站、“阿
科诺”中俄双语客户端及 VK、推特、脸
书等系列海外账号，还以“边境之窗”
建设工程为依托，在公路口岸放置中俄
双语Wi-Fi页面和双语电子触摸屏，为
俄罗斯游客提供资讯服务和中国文化推
介，以此提升对外宣传传播效果。

徐红梅还表示，他们已与俄罗斯后
贝加尔边疆区赤塔市 《后贝加尔工人
报》、俄罗斯后贝加尔边疆区赤塔市

《城市之窗报》、俄罗斯后贝加尔边疆区
赤塔市俄罗斯电视台赤塔台、伊尔库茨
克市伊尔库茨克网站等近 20 家俄罗斯
媒体签署了合作协议，建立了新闻信息
互换机制，以“阿科诺”品牌为载体，
开展了“阿科诺杯”中俄蒙线上摄影大
赛、跨境联合采访活动等多项交流合作
活动，合作关系稳定，传播链条不断延
伸。日前，内蒙古自治区广播电视局公
布了 《2024 年度全区广播电视媒体融
合典型案例评选结果》，满洲里融媒
《“阿科诺”中俄全媒体传播平台 架
起中俄文化交流的桥梁》案例荣获新媒
体平台建设典型案例。

直面不足 积极拓展

当然，徐红梅认为，目前满洲里融
媒也存在一些不足。比如，在新媒体专
业技术人才方面就略显不足，融媒体采
编专业设备更新也相对滞后。

对此，徐红梅介绍了下一步的打
算：继续提升宣传报道质量，以互联网
思维、全媒体视角审视和谋划新闻宣

传，精准服务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
做好作品创新推优工作，做专做细新闻
创优，通过报、网、台、端、微等全媒
体报道的融合创新，生产出更多让百姓
喜闻乐见的新闻作品；拓展“新闻+”
业务。“满e融媒”草原云APP改版提
升内容，加强服务功能，借视频号、抖
音号强力传播，让短视频奏响宣传最
强音；加强队伍建设，加大对年轻干
部的培训力度，深化“走转改”，选派
作风硬、业务强骨干力量成立创新工
作室，打造爆款视频生产团队。

未来，满洲里融媒将继续在技术应
用和平台建设方面进行深化和拓展。徐
红梅表示，将持续推进媒体内容生产便
捷化和智慧化，推进大数据和人工智能
技术在内容制作、用户服务、智能剪辑
等方面的应用，提升媒体内容生产力和
新闻报道的时效性。推动融合媒体系统
IP 化、云化，提升媒体机构制作、播
出、传播、升级维护等业务的灵活性。
推进综合服务生态建设，以大数据、区
块链、云计算等先进技术为支撑，为新
闻的生产运营提供精确数据支撑，推动
互联网广告运营体系建设和视听内容交
易服务生态建设。

满洲里有朵国际“草原云”
□本报记者 杜一娜

■市县融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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