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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以及中国式现代化，乡村产业
振兴需要各行业共同携手推进。智媒时代，除各级媒体
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为乡村振兴赋能外，新媒体在乡村产
业振兴发展中具有更强的创新引领优势。

探索乡村振兴数字新路径、打造农业农村新范式、
创新乡村文旅数字化转型发展新机制……在第三十一届
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 （BIRTV2024）“数字化
助力乡村产业发展转型升级”论坛上，与会嘉宾分享的
探索与实践，为传媒机构以“新闻+”模式服务地域新
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借鉴经验。

创新服务模式

当下，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数字技术
与农业、农村和乡村振兴有效融合，为农业现代化提供
了新机遇。而各传媒机构通过信息惠农、品牌强农、消
费富农等服务模式，不断探索媒体全面助力乡村振兴发
展之路。

中国报业协会发布的全国报业乡村振兴优秀案例、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开展的智慧广电乡村工程涌现的各类
成果都从不同的角度诠释了媒体在新技术的加持下助力
乡村产业发展转型的优秀经验。

《扬子晚报》的五大融媒体行动、强农客户端智媒
平台助力乡村产业振兴、《工人日报》报道的刘鸿兴的
励志故事……2023年，中国报业协会发布的全国报业
乡村振兴优秀案例中，有50家新闻单位获奖。这些案
例凝练着各传媒机构在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助力乡村振
兴过程中的好思路、好经验、好做法，传递民众的诉
求、期盼和建议，切实履行了媒体的“耳目”职能，为
管理部门提供了咨政“参谋”。

近年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着力推进智慧广电融入
乡村振兴战略，在推进智慧广电乡村工程建设的基础
上，组织开展智慧广电服务乡村振兴专项行动，通过信
息惠农、品牌强农、消费富农等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广
电全面助力乡村振兴发展之路。智慧广电乡村工程在建
设过程中，各地广电行业机构充分发挥广电网络优势、
内容优势，以技术创新为支撑，通过网络加内容相融合
的方式，形成了一批典型案例和成功经验。

扩展功能服务

媒体融合发展 10 多年来，各级媒体通过融合改
革，从单一的媒体业务拓展到拥有多种新媒体形态的新
型传媒机构，形成了全媒体传播体系，成为乡村产业发
展转型的新生力。这些新型传媒机构不仅扩展了媒体的
功能和服务，还提高了用户黏性，使得媒体机构能够更
精准地满足乡村受众的个性化需求。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公益直播带货”活动，将公
益与销售相结合，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地方媒体则是利
用美食、工艺品、传统非遗技艺等地域文化特色，打造
出不少具有地域化特色的直播内容，让受众在购物时感
受浓厚的文化氛围。例如，重庆市綦江区融媒体中心主
动参与乡村振兴服务，以“新闻+服务”为支撑，以

“直播带货”为抓手，创新构建起市、区、镇、村四级
直播体系，打造川渝黔“云端上的致富车间”，推进电
子商务进乡村，为农产品出村进城搭建新渠道。

同时，以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广电集团等为
代表的新型实体企业在着力推动技术创新、主动接触多
元经营主体、支持农业经营者进入数字生态圈、提供应
用型服务以及培养数字化人才等方面具有特殊优势。

中国电信加强“AI+5G+云+应用”与农业农村领
域的深度融合，打造数智乡村样板示范。中国联通用数
据赋能产业监管与服务，面向基础设施、智慧育种、智
慧种植、智慧养殖、渔业渔政、农业农村大数据及数字
乡村等细分领域，构建管理、服务、应用一体化数字农
业农村方案体系。中国广电集团在实施智慧广电乡村工
程的过程中，以惠农便民、服务优先，强化乡村治理，
带动产业兴旺，做强乡村振兴基础支撑。

拓展“新闻+”

据 《中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报告 （2023）》 显
示，我国已经形成了数字经济助力农业农村发展和乡村
振兴的信息平台模式、单品数字化模式、农业产业园模
式和三产融合发展模式。

经过10多年的媒体融合发展，各级媒体积极拓展
“新闻+”服务辐射领域，成为各地搭建乡村振兴信息
平台的中坚力量。其搭建的平台具有媒体基因，在提升
农产品品牌价值、增强农民主体意识、推动文化和旅游
发展、提升乡村知名度和美誉度等方面具有天然优势。

例如，全国党媒信息公共平台、大同乡村振兴（微
信公众平台）、陕西乡村振兴融媒体平台（乡村振兴新
闻网）、中国乡村振兴网等媒体搭建的乡村振兴信息平
台，为乡村振兴提供了信息传播、教育培训、文化传承
等多方面的支持和服务。

智慧网络成为“Al+农业”的重要基础支撑，通过
完善乡村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可更好地将其应用于农业生
产决策、政府遥感监管、农业信贷保险等领域。以中国
广电集团等为代表的新型实体企业以“5G+AI”、行业
垂类大模型等新技术为支撑，将会更好地赋能乡村产业
发展转型。

未来，在数字经济助力乡村振兴中，各级媒体及平
台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注重新技术、新主体、新模式
深度融合，发挥协同机制优势，助力健全乡村振兴多元
投入机制，推动构建全链条现代化、数字化服务新体
系，促进乡村产业发展转型。

媒体数字化
助力乡村产业发展
□本报记者 常湘萍

为城市形象注入媒体力量
□本报记者 杜一娜

深度融入城市基层治理，以提升高质量发展为目标进行机制改革；持续深化探索IP+融合赋能，不断

丰富城市IP元素多场景应用、多渠道传播、全领域展示；打造本土化特色鲜明的文化平台、社交平台、

传播平台，因地制宜为城市形象建设注入新媒体动力……这些是当下党媒为各地方城市形象赋能所进行的

具体探索。实践出思路、实践出办法，实践让不少党媒在赋能城市形象上有了更多心得体会与方式、路

径。在日前由中国报业协会主办的2024全国党媒赋能城市形象交流会的主题对话环节，5家媒体单位的相

关负责人就党媒如何赋能城市形象这一话题展开了交流。

无论从媒体把握的文旅脉搏上
看，还是从媒体+文旅百花齐放的态
势上看，党媒已经成为城市建设、助
力打造城市形象宣传的重要一员。

重庆作为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
当下正在奋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
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
在这样的城市发展大背景下，重庆日
报报业集团启动了新的目标。重庆日
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社长，重庆报
业协会理事长向泽映表示，他们正在
为一个超大型的城市建设、治理进行
宣传、设计与营销、推广。“按照重
庆新定位，我们重新成立了一个客户

端——新重庆，在新客户端上按照人
文、开放、创新、智慧、生态等理念
进行布局，从总体上进行全案参与的
城市形象建设推广。”

伴随着重庆城市定位的转变，
2024 年，重庆日报报业集团也迎来
飞速发展。2024 年上半年，重庆日
报报业集团实现了 10 亿元收入，其
中电商板块就达到十二三亿。向泽
映说：“这半年中，我们更加积极
参与重庆市形象建设的策划推广，
现在城市营销、城市推广、城市智
慧建设等，占到报业集团百分之七
八十。”

“目前有不少媒体对城市形象赋
能有不少误区，比如美食、地标、打
卡地等，把党媒变成了文旅局的附属
单位。”徐州报业传媒集团副总编辑
曲美慧对一些城市媒体的做法表示出
不赞同。结合徐州报业传媒集团近几
年在如何深度参与城市形象宣传上的
一些独特做法，曲美慧总结出了三点
经验：无中生有，把自己的 IP 变成
整个城市的 IP；强强联合，把自己
的品牌变成城市的品牌；资源聚合，
把自己的方向变成城市的导向。

她举例说，在 2022 年时，借助
第十三届中国（徐州）国际园林博览
会的召开，徐州报业传媒集团打造了
一个新理念“文言文新闻”，推出了
一个名为“苏轼带你游园博”的系列
作品；在 2023 年，徐州市以苏轼为
蓝本推出了一个大型实景剧——彭城
风华，以此为契机，徐州报业传媒集
团与徐州市文旅局开展了深度合作，
共同推出关于苏轼的系列文旅产品，
成功打造了苏轼的IP。

汉风号客户端是由徐州市委宣传

部主办，由徐州报业传媒集团旗下徐
州报业网络传播有限公司负责运营的
一款集新闻、政务、服务、社交为一
体的功能性平台，于 2020 年 12 月 1
日上线。曲美慧介绍，用了3年多的
时间，该客户端的下载量达 840 万，
注册用户达200万，在地市级媒体中
走在了前列。徐州报业传媒集团还联
合部委办局等共同组织了政务类的互
动活动，比如，百万产业工人读党
史、重走长征路、童声共读二十大
等，以此积攒了大量的人气。每年
12月31日，通过汉风号举办一次汉
风传媒大奖，吸引 90 多家当地机
关、企事业单位参与，成为徐州品牌
形象宣传的一个窗口。

此外，因为技术方面的开发能
力，徐州报业传媒集团利用优势与
徐州市教育局共同研发了一个小程
序——彭城好爸妈，目前注册用户
120多万人，是江苏省非常活跃的一
个家校公益平台。

在资源聚合上，徐州报业传媒集
团正在推进淮海经济区鸿蒙研究院的
建设，已与徐矿集团、徐工集团、淮
海宗申电动车集团等签约，并积极与
华为、软通等企业沟通洽谈合作的可
能性。曲美慧表示，“我们就是通过
这样的努力，把自己主导的方向变成
徐州市智慧城市建设和企业改革的一
个重要方向。”

打造IP 参与城市建设

媒体平台化，已经是不争的事
实。在平台化的过程中，借助自身优
势助力城市建设，服务更多群体，成
为不少媒体的看家本领。

2019 年，浙江省金华市新闻传
媒中心立项并研发推出了一个基于小
记者的线上运营平台——金华小记者
云平台。这个云平台一直由业务推导
自主研发，紧紧围绕需求升级迭代，
已从单一解决内部业务问题平台升级
为协助产业发展的互联网平台，积极
探索除了“媒体+教育”产业融合发
展的新路径。

浙江省金华市新闻传媒中心小记

者运营总监周看成介绍说，小记者云
平台的应用助力了金华小记者队伍规
模的扩大，从2020年的1.8万人发展
到目前的5万多人，小记者云平台的
参与用户数增至 50 万，全年营收达
3000 万元，成为金华市新闻传媒中
心进行后续运营的坚实基础。周看成
表示，与长三角、珠三角、河南、安
徽、湖北等地方的类似平台相比，
金华小记者云平台更加具有优势的
是，对数据进行了数字化资产盘
活，即通过对大数据的分析，为所
有的客户群做层级分析，从而更好
地服务家长、服务学校、服务学生。

无锡日报报业集团借助政府资
源，利用主流媒体的优势，与无锡市
委新闻办合作了一个项目——IP-
WUXI城市形象传播平台，无锡日报
报业集团无锡观察融媒体中心副总编
辑丁晴介绍说，该项目采取“1+2+N”
的形式，2023 年下半年开始试水，今
年正式全面上线，以此宣传和打造城
市形象。

“1”是指一个工作室，平台以工作
室制运行，分为三组：负责媒体内容生
产的传播组、平台运维的平台组和市
场营销的运营组，这个组合的团队人
员全部为“95 后”。“2”是指两个产品
体系——无锡的 IP 和全媒体矩阵。

“N”则是更多的合作单位或机构，以
及无限合作的形式与可能。

丁晴介绍，无锡的 IP 和全媒体
矩阵两个产品体系，前者是无锡城市
形象的资源库，也是一个面向全市的
免费城市形象的图片视频共享平台，
目前由无锡日报报业集团自有团队运
维。后者包括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小红书、B站、抖音号等，通过小切
口的角度、柔软的基调，进行策划、
宣传，并结合网络热点和话题，通过
图片视频达到宣传效果。丁晴介绍，
全媒体矩阵中的微信公众号在试运营
半年后，粉丝数就达到10万+，每周
推送两期；从今年3月开始，开通了
B站、小红书、抖音号，对宣传城市
新的形象都有推动作用。

在无锡 IP 城市形象传播平台矩
阵中，其视频号推出了不少有关城市
与文化的系列作品。丁晴说，“因为
团队成员的年轻，决定了这个平台内
容宣传更年轻化，更具有活力。”她
举例说，结合二十四节气，他们会宣
传地方美食、饮食习俗；结合地方美
景和人文景观，他们会讲述背后的文
化内涵；而且从内容出发，他们还与
集团的商业联盟的盟友联合开发周边
文创产品，共同举办文化活动、文化
会展等，达成双赢。

尚泽映也表示，作为主流媒体，
必须与商业媒体、自媒体、新兴媒体
等融合，相互借势、共同分享初期的
市场发展，让老百姓全员参与，通过
新兴媒体建设、通过短视频方式，共
同为城市形象助力。

搭建平台 服务更多群体

通过优质报道、矩阵传播服务
城市发展、提升城市形象，一直是主
流媒体的职责与使命。

“村超”是近两年火爆“出
圈”的一个事件。对于“村超”，
贵州日报当代融媒体集团作为省内
媒体是全程参与报道的，并且采用
了全媒体报道的方式，形成了报道
的合力与效力。

回顾去年对“村超”报道的做
法以及今年正在做的报道，贵州日
报当代融媒体集团信息传播中心

《科技》专刊工作室副总监曾帅用
“深度、广度、热度”三个特点进
行了总结。

曾帅介绍说，“村超”从每年
2月开始持续到11月，从开始的小
组赛、二十强赛、八强赛、半决
赛、决赛，以及决赛之后的全国美
食潮等活动，时间拉得特别长。因
此他们媒体会在第一时间在报、
网、端显眼的位置上开设专栏，不
仅报道赛程、进度，还挖掘赛后的
故事，对“村超”进行全方位的深
度报道和专题报道，让更多读者了
解“村超”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这
是在“深”上做文章。

在广度上，据不完全统计，贵
州日报当代融媒体集团打造的“村
超”IP的内容，浏览量已超7.3亿
人次。在客户端和网站上，通过视
频直播、滚动直播的方式，进行全
方位、全流程报道，还利用微博、
微信、抖音、小红书等社交媒体平
台进行碎片化、互动化的报道，提
升了“村超”IP 的形象。在热度
上，去年“村超”比赛期间，他们
利用中央电视台解说员贺伟前来解
说这个契机，推送了一条短视频，
短短几天时间，阅读量就达 3500
万，点赞数超50万+。

“村超”是众多党媒赋能城市
形象宣传的一个案例之一，从“淄博
烧烤”的余味到“尔滨”现象的“冰雪
旅游”热，从天津大爷跳水到寻找新
疆“我的阿勒泰”的美……这些网红
城市的火爆都离不开党媒宣传报道
的助力。可以肯定的是，未来，“媒
体+文旅”一定是媒体适应新形势、
拓展新渠道、发展新营销的板块，而
伴随着人工智能的全面来袭，主流
媒体如何应用智能化的方式服务文
旅、赋能城市形象，还将会有更多
探索和玩法，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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