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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关注：2024中国新媒体大会内容创新论坛

如何进一步发挥主流媒体的思想引

领作用，正本清源？如何在全媒体时代

重塑新闻报道的生产流程，加强高质量

内容供给？如何科学把握移动互联网传

播规律，提升传播实效？如何让主流价

值 进 一 步 实 现 精 神 感 召 和 行 为 倡

导？……10月15日下午，在以“推动全

媒体生产 促进全媒体传播”为主题的

2024中国新媒体大会内容创新论坛上，

与会嘉宾交流、碰撞，又互相启发、思考，

积极探寻内容创新的突破点。

实现内容创新突破有哪些招儿
□本报记者 杜一娜

“不论舆论形态如何演变，媒体样
态如何发展，优质内容永远是信息市场
的‘硬通货’，权威报道始终是主流媒
体的‘杀手锏’，专业采编依然是媒体
发展的‘护城河’。”中华全国新闻工作
者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刘思扬的发言
掷地有声。

他认为，主流媒体要“保持内容定
力，不驰于迎合受众，不骛于吸引眼球，
不耽于表面文章”，要以高尚文化品位引

“流”，以优质健康内容净“流”，用“主
流算法”破除“信息茧房”，以主流价值
引领多元舆论。

如何实现党中央提出的“扩大地域覆
盖面、扩大人群覆盖面、扩大内容覆盖
面”的“三个覆盖面”，发挥“三个作
用”？人民日报社新媒体中心主任刘晓鹏
认为，关键还是“上连党心，下接民心”。

“内容创新要与时代声音‘双向奔
赴’。”刘晓鹏认为，主流媒体内容逻辑未
曾改变，“在海量信息的生成和传播中，
对关键事实的甄别与解析，其价值不是变
低了，而是变高了，什么时候都不能弱
化。”因此，人民日报社尝试了一系列策
划：全国两会结束，推出《献给春天的演
讲：向前》，邀请演员游本昌讲述自己奋
斗一生的故事；五四青年节，制作《献给
青春的演讲：敢》，邀请企业家雷军讲述
自身经历，鼓励大家敢于突破，不断奋
斗；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推出一组

“追光”系列演讲，邀请钱七虎、樊锦
诗、孙颖莎作为主讲人，以中国山河大地
为舞台，讲述自己与祖国发展同频共振的
故事。

今年夏天，湖南岳阳华容县团洲垸发
生了堤防决口险情，网上舆论众说纷纭，
湖南日报社迅速推出《为何争分夺秒推进
决口封堵合龙？》《答问团洲垸》等原创报
道，专业、权威、及时解答了“为什么溃
垸”“受灾为何如此严重”等热点问题，
有力释疑解惑，打好了舆论引导的主动
仗，赢得了主动权。

对此，湖南日报社社长姜协军认为，
主流媒体必须从过去“只争朝夕”的节奏
转换到“争分夺秒”的频率上来，紧抓第
一落点、发出第一声音，抢占舆论制高
点，发挥“定音鼓”作用。

自2017年开始，湖南日报社连续4年
关注年轻村民龙金彪脱贫后的故事，推出

《十八洞村龙金彪的 Vlog》 融媒体报道，
运用群众喜爱的 Vlog、动画、手绘等形
式，将“受众想要的和主流媒体能给的”
深度融合；持续跟踪报道6个月大时因药
物导致失聪却坚韧不拔逆袭成为清华大学
博士的湖南郴州瑶族姑娘江梦南的事迹，
感动了无数国人。姜协军以湖南日报社策
划的优质报道为例向大家传递出一个观
点，“移动互联网时代，优质内容始终是
舆论场上的‘硬通货’，是解锁流量密码
的‘金钥匙’。”

2023年，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推出全
新的跨媒介群众工作新品牌“民声直通
车”，让上海市民有事咨询、遇事投诉、
见事建言。报纸每天设互动版面和留言
板块，“善于运用网络了解民意、倾听群
众呼声，有效引导社会话题、引领舆论走
向，既会‘键对键’，又能‘面对面’，是
党报的重要功能”。解放日报社副总编辑
陶峰如此表示。

作为商业平台的代表，腾讯公司总编
辑朱殿君认为，全媒体时代，商业平台要
摆正价值观，与国家发展的方向同行，服
务社会需要，依托平台和技术，为正能量
汇聚舆论声量。

以优质内容净“流”
在融合发展的路上，新华社一

直聚焦主责主业，在报道和产品的
融合中寻找突破点。今年8月，新
华社创新推出《学习新语》栏目，
围绕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等重要活动
重要讲话，同时结合中秋、国庆等
重要节点，以长流水线、不间断的
输出，实现生产效能和传播效能的
高度协同。在庆祝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报道中，新华社新媒体中心以
1 套拳头产品，n 组系列报道的多
形态产品矩阵层层递进，叠加发
力，推出《征途》《如愿》等重磅
微视频，同时以“十个维度看中
国”等系列报道与之策应，相互助
力，打出组合拳。

新华社新媒体中心主任钱彤认
为，“新闻报道的主体是产品，要将
适合移动互联网传播的产品作为生
产流程的基础、核心，乃至灵魂。”

四川观察是四川广播电视台打
造的新媒体旗舰平台，2017 年年
初上线，以“短视频+直播”为主
要传播形态，经过7年多的探索实
践，形成了互联网传播运营核心能
力，也成为被用户认可的新媒体品
牌。四川广播电视台四川观察董事
长岳学渊表示，短视频发展到现
在，在很多用户传播上也发生了新
的变化，主流媒体不能偶尔做短视
频，而要每天都做，通过“常观
察”，形成“长叙事”。

脱胎并转型于《楚天都市报》
的极目新闻是一个年轻又资深的新
媒体，成立3年来，始终坚守都市
类媒体贴近群众的优势，锻造鲜明
特色。在定位上，极目新闻提出打
造“接地气、有烟火气、充满活
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在内容上，
展现冒热气的平凡生活，让群众站
C位、当主角；在策划上，与百姓
感受相结合，避免出现温差、落
差；在表达上，坚持说人话，用百
姓视角、群众语言，生产老百姓喜
闻乐见的新闻产品。“面对热点，
既要敢于亮剑的勇为，也要冷静理
智的善为。在人声喧哗时，善于设
置议题，引导舆情走势。”湖北日
报传媒集团副总编辑周芳说，内容

为王始终是硬道理。
近年来，上观新闻各类传播矩

阵的作品向短视频加速转化趋势日
益明显，主阵地除微信视频号、抖
音之外，小红书、B站也是吸引都
市年轻读者的重要渠道。陶峰介绍
说，短视频成为上升速度较快的重
要流量板块。目前，上观新闻官方
号在各大短视频平台的阅读浏览总
计达到日均 500 万次。除此之外，
各矩阵号在短视频平台的阅读量达
百万+，也呈现此起彼伏之势，粉
丝数快速上涨。

腾讯在去年9月推出腾讯混元
大模型后，一直助力主流媒体生成
式人工智能的应用。朱殿君介绍，
在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央视新闻
等 20 多家主流媒体的支持下，混
元大模型在文生图、文生视频等新
闻生产端与传播端崭露头角，支持
新闻业务进化升级。例如，与人
民日报社联袂打造出 《江山如此
多娇》《珍 AI 地球》 等 AI 原创视
频，收获千万级别阅读、点赞。
腾讯还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
生成全真、实时的体验场景和交
互场景，不断优化传统文化遗产
的用户体验。在国际博物馆日，
腾讯与央视、中国文物报等联合
推出互动小程序“繁星时光镜”，
一件件铭刻着中华文明烙印的文
化遗产，经过 AI 技术的演绎成功
被“活化”。

全面适应移动传播“新打法”

人民日报社在人工智能生成内
容 （AIGC） 的辅助下，今年全国
两会推出人机共创微视频《江山如
此多娇》；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报
道中，新华社推出预热报道 《AI
带你穿梭中国改革开放新地标》创
意视频，日常定期对流量的产生、
获取和转化进行分析、复盘，对产
品的打开率、完播率等指标进行综
合研判；津云客户端推出 AI 智能
语音助手“天天”，通过多模态、
多轮次对话方式与人进行沟通交
流，从而更好地理解人的意图；湖
北日报社自主开发灵眸自媒系统，
用智能化赋能内容生产……

从中央到地方，各家媒体都在
积极拥抱新技术，而且也形成了一
定的成果。

解放日报社对垂类社交媒体、
核心读者群扩大了定向传播力。钱
彤介绍，他们通过数据考核，以更
大力度鼓励支持有基础、有能力、
有前景的垂类公号做大做强，取消
对发展乏力公号的支持，施行迭代
更新。目前，“伴公汀”“懂经”

“上海一周”“人事观察”“科普先
森”“民生直通车”“上海网络辟
谣”“大局观”“世界观”“候场时
刻”等一批在各自领域具有影响力
的社交媒体和品牌栏目，均已崭露
头角。钱彤表示，解放日报·上观
新闻初步建立起以互联网传播力、
影响力关键指标为要素的融媒体考
核机制。考核的原则是向优质内容
倾斜，向符合定位特色的差异化独
家内容倾斜，向头部产品倾斜，向
有利于扩大品牌影响力、美誉度的
内容倾斜，以“优劳优得”导向压
缩一般性稿件比重。

“建设新型主流媒体实践，必
须握指成拳、整合重塑、积健为
雄，全建制挺进主阵地，锻造新质
传媒生产力。”山东广播电视台总
编辑周盛阔介绍说，山东广播电视
台以闪电新闻为龙头牵引，全台各
频道、栏目在闪电新闻统一开设

“轻应用”，采编发流程全面围绕闪

电新闻设计，加速向新媒体阵地转
移。同时，依托省级融媒体技术平
台，闪电新闻与136个县级融媒体
中心的内容、用户、数据打通，推
动全省形成“一云多厨房”的传播
生态。组建主流媒体 MCN 机构，
推 出 星 空 传 媒 MCN、 闪 电
MCN，在抖音、快手等平台进行
短视频运营，吸引全省主要媒体机
构及主持人、记者等内容创作者入
驻，目前两个MCN机构旗下账号
总粉丝量突破两亿。

湖南日报社近年来加快推动
“融媒”向“智媒”转型：积极拓
展与国防科大、腾讯、华为、百
度、阿里巴巴、方滨兴院士工作站
等国内头部科技企业和科研单位的
战略合作；研发上线新一代基于大
模型的内容安全智能风控平台——
新湖南“智眸”；与腾讯等单位合
作建设湖南日报音视频智媒实验
室，共同探索推动 AI 在媒体行业
的深度应用；上线新湖南客户端
11.0版，完成鸿蒙版本开发，全面
启动AI赋能战略。湖南日报社副总
编辑夏似飞表示，“连接是互联网的
本质，也是平台的核心价值所在。”

正 如 新 华 社 副 社 长 刘 健 在
2024 中国新媒体大会主论坛上的
发言所说，技术为先，首先要懂，
懂才能不犯错误；其次要用，用才
能赶上时代。刘健认为，“坚持技
术赋能是主流媒体创新发展的生命
线。”与会嘉宾深以为然，相信未
来在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中，技术
还将扮演重要角色。

驾驭新技术提升新质生产力

新华社推出的“十个维度看中
国”系列报道。

2024中国新媒体大会内容创新论坛现场。 湖南日报社 供图

湖南日报社推出的 《为何争
分夺秒推进决口封堵合龙？》原创
报道。

除署名外，本版图片均为资料
图片。

■观点

中华全国新闻
工作者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刘思扬：

变革时代，因循守旧没有出路，浅尝辄止
只会“被边缘化”，主力军全面挺进移动互联
网主战场势在必行。要瞄准数字化、网络化、
智能化新趋势，适应新闻内容生产传播新形
式，形成优质内容生产传播新优势。要强化内
容设置，把握时度效，找准契合点，把党和政
府想说的、舆论关注的、网友关心的话题巧妙
转换为报道议题，让该热的热起来，该冷的冷
下去，该说的说到位。

不论舆论形态如何演变，媒体样态如何发
展，优质内容永远是信息市场的“硬通货”，
权威报道始终是主流媒体的“杀手锏”，专业
采编依然是媒体发展的“护城河”。

湖南日报社社长姜协军：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优质内容依然是舆论

场上的“硬通货”，是解锁流量密码的“金钥
匙”。在当前传播格局和舆论环境下，主流媒
体如果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空洞说教，将会
被时代和受众抛弃。主流媒体践行“四力”要
求，切实“改文风”，把“有意义的事讲得有
意思”，是内容创新的题中应有之义。

人民日报社新媒体中心主任刘晓鹏：
在媒体形态和舆论生态快速演进中，坚守

并持续扩大主流价值影响力版图，回应时代声
音，担当媒体责任，具有长远而深邃的价值。
这些价值可以穿透文字、影像、数据、模态、
模型、算法，在载体、渠道与平台的迭代中，
愈加彰显其可贵，我们应当有充分的信心，保
持足够的定力。

新华社新媒体中心主任钱彤：
当前，从“人找信息”初步向“信息找

人”“发推一体”渐进，我们要准确识变、科
学应变、主动求变，提前对报道传播的全流程
进行统筹谋划、整体布局，探索“运营前
置”，加强传播的策略性。针对不同的平台特
点，细化对信息的获取方式，优先捕捉带露
珠、冒热气的一手线索和素材。

津云新媒体集团副总编辑罗骏：
推动全媒体生产，促进全媒体传播，可以

做到“依、移、乙、异”四个字。“依”是必
须有依托，有强大的采编能力和顺畅的采编发
机制。“移”是移动至上，一屏尽览，尽可能
为手机移动阅读、收听收看做好服务。“乙”
是乙方思维，服务读者，服务用户，不断优化
用户体验。“异”一方面是争取更多地做到个
性化定制，另一方面是做好海外传播。

解放日报社副总编辑陶峰：
善于运用网络了解民意、倾听群众呼声，

有效引导社会话题、引领舆论走向，既会“键
对键”，又能“面对面”，是党报的重要功能。
对读者反映问题的舆论监督稿件，力求掷地有
声，一追到底，引起反响，推动问题的解决。

山东广播电视台总编辑周盛阔：
在建设新型主流媒体实践中，我们深刻认

识到，必须握指成拳、整合重塑、积健为雄，
全建制挺进主阵地，锻造新质传媒生产力；必
须牢牢抓住服务群众、贴近群众、提升质量这
个关键，在构建媒体融合新生态、新场景、新
格局中勇立潮头、持续创新；必须积极融入互
联网大舆论场，加快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
新技术，加强平台之间、媒体之间、媒体与社
会机构之间的对接合作，真正实现出海远航、
行稳致远。

湖北日报传媒集团副总编辑周芳：
建设全媒体传播体系，不仅是体系结构的

调整重塑，更需要内容建设的创新发展，要用
高质量的内容拓展主阵地，增强主导力。无论
传播方式如何变化，优质内容始终是“硬通
货”，内容为王始终是硬道理。

湖南日报社副总编辑夏似飞：
连接是互联网的本质，也是平台的核心价

值所在。如果说我们的平台连接传统文化铸就
了传媒平台的深厚根脉，那么连接红色基因则
提升了我们的精气神，连接当代青年则为我们
充盈了蓬勃朝气，连接国际朋友则拓宽了我们
的观察视野，连接技术伙伴则为我们转型发展
提供了强大引擎。

四川广播电视台四川观察董事长岳学渊：
对骨干团队的培养，我们有一个核心的理

念，先做到“一专”，再扩展“多能”。有一支
敢闯敢干的团队，我们可以在互联网变革中发
现新的机遇。我们更想打造一个人工交互的智
能平台，通过技术迭代与技术升级，可以构建
一个全媒体，与上亿粉丝产生连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