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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媒体融合发展的大背景下，
新技术异军突起，传统媒体谋求转
型升级，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
播方式都在发生深刻变化。面对受
众阅读习惯的改变，以及对视觉信
息需求的快速增长，各级媒体正加
快视觉革新步伐，重视新闻内容生
产中视觉板块生产力的提升，充分
发挥美术在新闻传播中的独特作
用，创造更有价值的新闻产品，实
现更好的传播效果。

2023 年，结合嘉兴本地民俗特
色，从多元、独创、生动的角度，

《南湖晚报》创作了静态版的《嘉禾
二十四节气》；2024 年，《南湖晚
报》 再度升级二十四节气，融入国
潮元素，以动画方式呈现，创作推
出《国潮嘉韵二十四节气》。

扎根本土文化
以“乡愁”绘出新意

二十四节气是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典型代表，二十四节气的成功
申遗，更是唤醒了文化传承的自
觉与活力，无数画家、媒体创意
表达、精心制作，多元方式呈现二
十四节气，留下了惊才绝艳的文化
成果。

2023 年，结合嘉兴地标建筑、
本土风俗文化，融入乡愁情感，笔
者作为主创之一绘制了静态版的

《嘉禾二十四节气》，刊发于 《南湖
晚报》 和读嘉新闻客户端。《嘉禾
二十四节气》 的刊发效果以 《南湖
晚报》 为参考，确定了以整版 1/3
竖构图 （约2∶7），这样的长图尺寸
加大了手绘难度，更考验美术编辑
的绘画功底和创作理念。类似的
构图比例常见于中国画中，笔者浏
览了不少中国画作品，从中学习画
面布局知识。在色彩搭配上，确定
了以江南气候“绿、红、黄、白”
为四季主要色调，以代表性植被、
历史典故人物原型、地标建筑场景
等元素进行细致刻画，让读者能
够享受家乡之美，提升作品的情
感共鸣。

在小满节气中，笔者结合自己
的童年农村生活的回忆，以童真为
主题，刻画了孩子们在乡下池塘边
捕鱼的欢乐场景，让读者能够身临

其境地重温童年的乐趣；小满时
节，夏熟作物的籽粒开始饱满，画
面元素也融入了尚未成熟却充满生
机的黄绿色小麦。笔者特意到南湖
区王祥里美丽乡村实地考察，结合
村中保留的古老农具——水车，以
及逐渐成长的芭蕉叶，让作品细节
更加生动和本地化。

立秋节气江南依旧带有暑意，
如果仅凭植被和色彩的搭配来表现
立秋，难以引起读者共鸣。笔者以
杭州湾跨海大桥为地标背景，以

“一碗外婆做的红烧肉”的画面营造
情感意境，结合乡村的灶台、簸
箕，以及窗台上摆放的各式调料罐
等细节，布局上采用3个圆形交叠的
形式，将读者拉入到怀旧之境，绘
制出了“新”的意境。

再如小雪节气，不同于北方的
白雪皑皑，江南正是初冬时节，每
年此时，满是银杏黄的嘉兴三塔路
最具代表性。所以小雪节气选定的
画面主色调为黄色，搭配青绿、靛
青，使画面整体色彩搭配和谐，带
有国风韵味；在绘画手法上，笔者
通过水彩画法，让画面通透、生
动，同时降低底色的饱和度，让层
次更加分明、主体更加突出；在元
素选取上，在银杏叶的纹路中巧妙
地嵌入嘉兴地标三塔，并加入古风
人物及铜制器皿等。作品以银杏叶
为纽带贯穿整体画面，上半部留白
处加入描写小雪节气的古诗词句，
加 深 对 国 风 审 美 ， 让 作 品 绘 出

“新”创意。

数字技术赋能
增强沉浸式体验

面对席卷而来的融媒浪潮，视
觉传播的重要性日渐突出，相比静
态呈现，动态作品更加生动、形
象，在信息、空间、色彩等维度赋
予受众更大想象力，也能带来更好
的传播效果。

2024 年，笔者再次挑战自我专
业，在平面绘画基础上运用动画技
术，让二十四节气灵动起来，推出
全新动画短视频 《国潮嘉韵二十四
节气》，连载于读嘉新闻客户端、读
嘉视频号和嘉兴国际传播中心平台
等，得到了广泛传播和认可。

筹备期间，笔者搜集大量的文
稿资料，确保所有画面均贴近现
实。例如，二十四节气每个间隔15
天，每 5 天为一候，全年共 24 个节
气、72候。其中，植物候涉及植物
的幼芽萌发、开花、结果等过程；
动 物 候 则 包 括 动 物 的 初 振 、 初
鸣、交配、迁徙等行为；非生物
候则涉及初冻、解冻、雷声初响等
自然现象。为了更好地体现“国风
古韵”的视觉呈现效果，笔者参考
了众多古画名作，如清代陈枚的

《耕织图》、元代王渊的 《莲池禽戏
图》 等，最终决定采用国画形式作
为主要表现手法，并将其转化为动
画视频。

在布局上，《国潮嘉韵二十四节
气》进行了适当的调整，与2023年
的 《嘉禾二十四节气》 相比，增加
了更多的留白空间，每一期视频时
长约 10 秒，主题以 5 个字进行精简
概括，并以春联的形式呈现，主题
下方注明节气的三候，并搭配相应
的古诗词，字体采用繁体。色调运
用中国传统色彩为主，并加入洒金
等装饰元素，使得静态画面更具生
动之感。

例如，立春节气，笔者减弱了
背景的静态元素，降低了饱和度，
以突出主体植物玉兰花的色彩，形
成鲜明的对比。春联标题采用了朱
砂红与杏黄的搭配，展示了一年中
第一个节气的美感。通过AE软件的
操作，玉兰花、柳树条随风摇曳，
燕子飞过、昆虫跳跃等动态元素被
生动地呈现出来。

与平面绘画一气呵成不同，动
画需要将每个元素进行拆分，并利
用AE软件对动态元素进行平移、透
视、扭曲等二次处理。除了使用AE
软件，笔者还尝试通过分帧动画和
实景抠像技术，将实景和3D动画等
技术结合展示在视频中，根据画面
搭配合适的音效，为读者提供沉浸
式的体验。

在雨水节气中，AE和分帧动画
技术使画面中水獭生动起来，利用
实景抠像技术呈现出鱼儿跃出水面
的一幕，同时加入背景音乐和雨声
的效果，让读者从视觉和听觉上沉
浸式体验雨水节气。在清明节气
中，为了契合主题，主题背景春联

的颜色改为了石绿和花青，营造出
清明节的庄严氛围。结合诗句“牧
童遥指杏花村”，以牧童吹笛和放牛
为画面元素，利用分帧动画技巧让
牛的四肢自然地行走，搭配笛声和
雨声为背景音乐，让读者能够身临
其境地感受到“清明时节雨纷纷”
的诗意。

打造视觉品牌
提升传播影响力

《国潮嘉韵二十四节气》不仅是
一个系列动画短视频产品，更是一
件承载着嘉兴民俗特色、传统文化
和现代审美相融合的艺术产品，在
近两年的传播中，形成了一定的专
业辨识度，不少县 （市、区） 融媒
体中心前来取经，了解和学习手绘
二十四节气系列的创作过程，寻求
内容上的合作。

2023 年年初，海盐县传媒中心
和笔者合作，借助手绘插画的形
式，围绕“海盐实践‘精神富有’
观察”为主题，共同创作跨版封面
画。我们选取海盐县特有的非遗滚
灯和海盐腔等文化元素，结合沈
荡镇永庆村旧厂房改造的文化礼
堂举办“我们的村晚”主会场活
动，巧妙地融入了元宵节的节日氛
围，使得整幅作品既展现了嘉兴地
域的独特风貌，又充满了浓厚的文
化气息。

近两年，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
AIGC技术的迅猛发展，传统手绘插
画从业人员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
AIGC以独特的创意和高效的制作流
程，文生图、文生视频等形式新
颖、效率较高的视觉产品在新媒体
平台上层出不穷，迅速吸引了大量
观众的眼球。笔者认为，在这种新
媒体时代下，美术编辑的角色显得
愈发重要。

AIGC技术来了，手绘插画从业
者该如何应对？笔者认为，手绘插
画从业者不仅要强化专业能力，
还需要具备跨领域的知识储备，
不断学习新的技术，利用新的工
具，坚持脚力、眼力、脑力、笔力
的“四力”原则，将每一件作品当
作艺术品去创作，以此提升媒体的
影响力。

美术插画：如何让新媒体灵动起来？
□戴可为

融媒体是充分利用媒介载体，
把广播、电视、报纸等既有共同点
又存在互补性的不同媒体，在人
力、内容、宣传等方面进行全面整
合，实现“资源通融、内容兼融、
宣传互融、利益共融” 的 新 型 媒
体 。 对 电 视 编 辑 类 栏 目 发 展 而
言，在融媒体时代提升电视编辑类
栏目运作水平，是现有电视编辑类
栏目创作和发展中一直在探索的一
项工作。

如何编排策划运用好平台优势
资源，形成合力，紧跟时代新趋
势，实现传播效果的最大化？浙江
省嘉兴市新闻传媒中心 《探路现代
化 唱响幸福嘉——党的二十大精
神大宣讲融媒行动》 直播节目，对
融媒体下电视编辑类栏目的转型发
展路径作了充分的探索。

策划创新
让节目亮点纷呈

策划创新节目需要灵感，与时
俱进，要有创造性思维。强化创造
性思维，开放式想象，善于从相同
事物中寻找不同点，从一般性中寻
求特殊性，在比较中寻求个性，善
于抓角度、抓特点，从多元化中对
某一事物进行多层次、多角度、多
因果、多变量的反映。

嘉兴是红船启航、初心始发
的根脉之城，讲述好党史故 事 ，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在嘉兴各
地 开 展 党 的 二 十 大 精 神 理 论 宣
讲，有助于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
家喻户晓、入脑入心，进一步激
发广大干部群众奋进新征程、建
功新时代。《探路现代化 唱响幸
福嘉——党的二十大 精 神 大 宣 讲
融 媒行动》 以互动化宣讲推动听
得懂、能领会、可落实，通过镜
头走进田间地头、工厂车间、乡
村礼堂，开展“零距离”“面对面”
地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

姓家”。
融媒视域下，节目团队群策群

力，推动构建线上线下共同发声的
大宣讲格局。突破传统节目，加入
新时代的新特色再按照直播的思
维——多流域长时段融媒直播+多栏
目融媒系列报道+多场景电视理论宣
讲+多平台全媒立体空间式传播，整
合一切融媒资源，整合全中心的采
编力量和播出平台。《探路现代化
唱响幸福嘉——党的二十大精神大
宣讲融媒行动》 不再是一个传统的
宣讲节目，这次策划分了很多板
块，它们独立存在也相互联系。整
个画面及制作设计上都有了很大的
提升，前期预热视频宣传，还细分

“90—00”脱口秀、AR 学原文、嘉
广激 YOUNG 新时代宣讲团的沉浸
式探访、我的未来猜想等。每个板
块亮点、金句纷呈，整体内容丰富。

内容多元化
让节目“声”入人心

融媒视域下，还要内容上跟上
节奏，需要开放式想象，从相同事
物中寻找不同点，突出个性化，善
于多角度多层次、多变量地去反映
体现。

融媒体编辑团队多次展开“头
脑风暴”，充分利用本单位独家视频
资源，在新闻视频端集纳精彩视频
集，推出 H5、微视频、动图等一
系列新媒体产品，发挥新媒体传播
海量、迅速、范围广的优势，融汇
多种技术手段加工精品内容，以多
样化的展示、多介质的推送，让此
次重大主题报道“动”起来、“活”
起来。在专题活动开播前一天，精
编“剧透”稿，把一些节目亮点、
选取地方的美丽乡村景色及被采访
人的金句，推出预告视频。一经推
出转发率即破万，开启了“刷屏”
模式。

当代快节奏生活环境下，用户

的时间被工作和琐事分割成零散的
片段，接收信息时形成了碎片化的
阅读习惯。短视频的短小精悍、适
应受众时间需求，《探路现代化 唱
响幸福嘉——党的二十大精神大宣
讲融媒行动》 大量推出多画面同步
观看的新功能，为手机用户带来台
前幕后更多独特视角，视频客户端
采用H5效果，声画并茂，供网友灵
活选择。

《新闻脱口秀》节目是时代的产
物，从此类话题开场，迅速抓住听
众的耳朵，之后用相关的新闻展开
话题，同时以个人或朋友的类似经
历作趣味解读，增加话题的可听
性，让内容具备了脱口秀的“幽
默”属性。作为传统媒体的新闻节
目，对于节目内容的时效性有要
求，同时也关注民生热点话题，将
最新的民生资讯串联起来，以诙谐
幽默的“脱口秀”形式传播输出，
使得新闻变得更加有趣耐听，受众
也有兴趣听下去。

技术创新
打造沉浸式体验

每一个 VCR 都富有创意，《探
路现代化 唱响幸福嘉——党的二
十大精神大宣讲融媒行动》 在技术
上也进行了突破，充分运用虚拟技
术及场景，惟妙惟肖向受众讲述党
的二十大原文，让受众既学到了知
识，又感受了一场视觉盛宴，除了
传统的演播室的设备系统，还运用
了先进的AR虚拟现实技术、石墨烯
三维软件系统，以及跟踪摄影设备
等先进技术系统。一系列硬核科技
的充分应用为受众带来别致、新
颖、震撼的视听感受。

AR应用具有极强的互动性和功
能性。我们运用每一个AR场景，紧
密配合节目内容，这种虚拟三维场
景与演播室的相互融合，使艺术、
技术与节目内容达到完美的平衡。

虚实结合，提升了视觉冲击力，推动
了“思想+艺术+技术”融合创新。打
造的内容突出了“探路现代化”的主
基调，突出在新时代中欣欣向荣的美
丽嘉兴、日新月异的美好生活，营造
了不一样的节目风格，为受众群体奉
献了一个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
于一体又科技感十足的宣讲党的二
十大精神的优秀节目。此次AR技术
应用的实施，在视觉效果与功能结
构上为新闻专题类直播节目丰富了
有效画面，在亮点纷呈的画面中传
递了大量的会议精神，拓宽了新闻
传播的视域空间，给电视机前的观
众带来了一场全新的视觉体验，完
美地将节目展现出来。

融媒视域下，随着对新闻创新
内容的要求越来越高，日常节目编
排、大型专题、系列报道等早已不
再满足于传统的拍摄，更多地需要
动画、特效技术来合成表现，甚至
是一些三维技术效果的表达等。一
个有高度、有深度、有力度的重大
主题报道，更需要精心策划、运筹
帷幄，按照前期互动预热、同步网
络直播、新媒体产品矩阵化推广传
播三阶段推进融合传播，形成“大
屏带小屏、小屏回大屏、多屏联受
众”的传播合力。此外，在大型活
动的策划中，为更好地提升节目质
量和收视率，可积极引入先进科学
技术来丰富节目形式，提升节目质
量，将科技和艺术完美结合，更能
提升节目的艺术性。

当下，人们对大型活动的策划
要求不断提高，对电视节目的要求
也在不断增加。对电视台来说，更
应认清当下发展形势，做好大型活
动的策划工作，根据不同类型做好
不同策划，提升大型活动质量。当
然，更应当不断提升电视节目的质
量，创新节目内容和播出形式，明
确电视节目定位，提升节目的时效
性，才能更好提升电视节目质量，
带动收视率的不断提升。

融媒视域下电视新闻栏目创新初探
□沈琳

地市级新闻客户端既要与央媒、省媒、县媒拼内容
资讯，又要和微信、抖音等社交平台抢用户，下载量、
日活数等核心数据提升面临巨大压力，生存发展面临着
不小挑战。为更好地探索“新闻+政务服务商务”运营
模式，2022年9月，嘉兴市新闻传媒中心通过整合多方
资源、运用数字化技术，创新性地在地方新闻客户端上
推出了“点点钱包”智慧消费平台。

通过不到两年的开发运营，“点点钱包”实现了
300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入驻、2.1万名职工基于餐补资金
开通“点点钱包”，另外还吸引10.5万社会用户、3000多
家商家参与，构建了一个集新闻、政务、服务、商务于一体
的综合生态系统，形成政务单位满意、用户持续增长、黏
性不断增强、商家主动加入的多方共赢局面，有效提升了
客户端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

“新闻+政务服务商务”的深度融合

现在人们不仅有微信、支付宝，还有淘宝、美团、
抖音等各种电商平台，地市级媒体要想做好消费平台就
一定要找准定位、发挥好自身优势。作为地市级媒体的
优势，一方面是媒体的公信力，另一方面是整合本土政
务资源的能力。因此，我们瞄准政务单位的需求，以解
决机关企事业单位餐补资金沉睡、职工使用餐补不便等
痛点着手，通过整合政务、金融、商业等资源，在读嘉
客户端上推出“点点钱包”智慧消费平台，实现餐补资
金的数字化管理和灵活使用。在职工餐补资金的注入和
带动下，平台发展实现了良性循环，再联合商家打造福
利体系，进一步反哺、吸引普通市民参与，真正意义上
实现“新闻+政务服务商务”的深度融合。

智慧消费场景的全面升级

“点点钱包”的成功运营离不开强大的技术支撑。我
们携手嘉兴银行等金融机构，运用大数据、区块链、云计
算等前沿技术，为平台提供了稳定高效的技术保障。

“点点钱包”用户分为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和普通
市民两大用户群体，职工可以将餐补资金、市民可以自
主充值在点点钱包平台消费，平台提供到店扫码消费、
团购到店核销、在电商平台下单快递到家、线下购物节
等丰富多样的消费场景。平台联合合作商家提供折扣优
惠、消费券、抽奖、超级会员日等各类福利权益，通过
真金白银的优惠福利吸引更多用户争相入驻。

这其中解决很多痛点都需要技术赋能。比如，智慧
消费平台的自主开发，单位用户的餐补资金充值申请与
打款，用户的移动支付、在线购物与退款申请，商家的
入驻申请与订单查询，还包括各类运营工具的开发使
用，如消费券体系、秒杀等。

智慧消费生态圈多方共赢

“点点钱包”为用户带来了真金白银的优惠福利，
因此受到广大市民用户的喜爱。比如，构建了嘉兴“超
级会员卡”体系，用户无需预充值即可享受近百家品牌
商家的会员权益，如不需要交年费就能享受超市会员
价，不用充值便可享受本地知名餐饮连锁品牌九折优惠
等。此外，“点点钱包”用户还每周都推新人礼包、秒
杀、团购、抽奖、优惠券等活动，不断优化消费体验，
增强用户黏性。

此外，“点点钱包”还为合作金融机构、头部商家
带来了显著的业绩增长与品牌曝光，他们也愿意在传统
广告费的基础上，提供更多的技术与营销资金支持，共
同打造平台，从而实现新闻与金融、商业等产业的跨界
融合。

用户数量与黏性大幅提升

在“点点钱包”的推动下，读嘉客户端的用户数量
与黏性均实现了大幅提升。从 2023 年 6 月到 2024 年 6
月，一年时间里，“点点钱包”（饭卡） 职工用户数从
5000人增长到2.1万人，增幅达320%；社会用户从3.3
万人增长到10.5万人，增幅达215%；合作商家数从600
家增长到 3000 家，增幅达 400%。日均交易笔数也从
1500增长到4000，增幅达166%；日活从1500增长到最
高3万，单月交易额从60万元节节攀升至700万元，并
且还在持续快速增长。在“点点钱包”项目有力带动
下，读嘉客户端目前用户下载达到300万，一年增加了
55万。这些数据充分证明了“点点钱包”在提升用户
黏性和吸引力方面的显著成效，也说明了其发展前景。

数据显示，2024年上半年，“点点钱包”智慧平台
累计交易超50万笔、交易额达3307万元，月最高交易
700万元，这不仅为合作金融机构、入驻商家提供了大
量的用户流量以及交易增量，而且极大地提高了合作商
家的曝光率和品牌影响力。

基于平台不断增长的影响力，我们也承接到了发放
政府类消费券、代发单位工会福利、商业推广宣传等新
业务，再加上平台销售及增值服务等，今年上半年已实
现创收500多万元，全年有望突破1000万元。这一成绩
的取得不仅为客户端带来了可观的商业价值，还实现了
盈利模式的多元化和可持续发展。

深度融合进阶发展

目前“点点钱包”用户数仍在持续高速增长，职工
用户今年有望突破3万人，代发餐补资金今年有望突破
1.2亿元，社会用户有望突破12万人，消费资金有望突
破9000万元。

接下来，“点点钱包”平台将不断优化用户体验与
服务功能，拓展更多应用场景与合作领域，如体育健身、
文化旅游、生活服务、休闲娱乐、金融理财等，努力打造成
嘉兴“衣、食、住、行、游、娱”一站式的智慧化消费平台。
同时，“点点钱包”还将加强与金融机构、头部商家、政府
单位的合作，共同探索新的商业模式与盈利点，推动客户
端事业产业融合发展，助力“读嘉”客户端打造成具有
长三角特色的市级新型主流媒体平台。

智慧消费平台助力客户端
深度融合进阶发展
□陆成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