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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账号影响力周排行
（11月24日—11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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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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台海
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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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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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果TV
北京时间
中国蓝新闻
四川观察
潇湘晨报
九派新闻
大象新闻
澎湃新闻
北京日报
封面新闻
红星新闻
新闻晨报
财联社APP
广州日报
新安晚报
济南时报
扬子晚报
现代快报
今晚报
重庆晨报
齐鲁晚报
半岛都市报
荔枝新闻
河南日报
重庆广电-第1眼
看看新闻KNEWS
南方都市报
江苏新闻
广西日报
春城晚报
天目新闻
大众日报
兵团日报
天山网
青岛新闻网
琅琊新闻网
湖南日报
四川日报
大河网
沈阳晚报

中央新闻网站及新闻单位

地方新闻网站及新闻单位

政务新媒体是密切政府与群众联系
的重要渠道，在建设服务型政府等方面
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日前举办的第四届
中国广电媒体融合发展大会“新质生产
力赋能政务新媒体——释放‘政’能
量”政务新媒体融合传播主题研讨中，
众多专家学者齐聚一堂，从内容生产流
程、技术创新驱动、传播渠道重构等方
面出发，总结政务新媒体发展的经验特
色，展望政务新媒体发展前景。

需要引入新质生产力

政务新媒体是加快转变政府职能、
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手段，是引导网
上舆论、构建清朗网络空间的重要阵
地，是探索社会治理新模式、提高社会
治理能力的重要途径。

光明网总裁、总编辑杨谷表示，作
为联系政府与民众的重要纽带，政务新
媒体应把握互联网传播规律，创新信息
传播渠道和方式，既能洞察社情民意，
又能用“网言网语”表达自身主张，让
群众与政府在“双向奔赴”中实现高效
能治理、过上高品质生活。“借助多形
态的移动终端，广大用户可以随时随地
掌握天下大事，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
腿正在成为广大百姓美好生活的生动注
脚。”在杨谷看来，近年来，政务传播
借力于数字媒介技术和移动互联网的快
速发展，发声平台更加多元，速度更
快，范围更广，成本也更低。

诚如杨谷所言，当前政务新媒体在公
共服务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首都体育学院管理与传播学院院长
王庆伟表示，政务新媒体在体育公共服
务中的举措也在不断丰富，一方面，政
务新媒体推广全民健身知识，建设健身
场地设施数据库，发布全民健身赛事信
息；另一方面，传播体育赛事讯息服
务，也是政务新媒体的重要功能之一。
王庆伟举例说：“昆明打造的‘一部手
机玩转昆明体育’平台，极大方便了群
众参与体育活动；北京推出的线上运动

会案例，结合数字技术，为全民健身活
动注入创新活力；还有北京冬奥会、杭州
亚运会、成都大运会等大型赛事也都通
过政务新媒体实现了信息的广泛传播。”

北京教育融媒体中心党委副书记、
主任孟科军提到，北京教育融媒体中心
引入的虚拟主播“融小京”，通过AI技
术实现自动播报，极大地提升了新闻的
生产效率，而其搭建的舆情实时监测大
屏，可直观展示预警信息和舆论动态，
更是为教育舆情管理提供了技术支持，

“这些新技术不仅提高了信息传播的深
度与广度，还使首都教育在数字化转型
中占据了传播制高点”。

然而，政务新媒体在快速发展的过
程中依然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功能定位
不清晰、信息发布不严谨、建设运维不规
范、监督管理不到位等问题，“僵尸”粉
丝、不互动无服务等现象时有发生，对政
府形象和公信力造成不良影响。

对此，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教授、互联网平台企业发展与治理研究
中心主任郭全中认为，新质生产力可以
为政务新媒体提供了全新的解决思路。

他举例表示，引入 AIGC 后，AI
技术的审核能力可以降低错误率，提
高内容的精准性和服务性，并能强化
内容的针对性和提升服务力，让政务
新媒体的传播更加贴近用户需求。在
郭全中看来，这种以用户体验为核心
的互联网思维，结合大数据的相关性
分析和生成式AI的协作能力，能有效
推动政务新媒体实现降本增效和创新
突破。

政务微博已形成双向互动

通过与公众进行在线互动和实时反
馈，政务微博在政策解读、舆情应对、
公共服务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
政府倾听民意、回应关切的窗口。在新
媒体时代，政务微博作为政务新媒体的
先行者，已经走过了 15 年的历程。从
最初的探索到如今的多元化发展，政务

微博不仅见证了中国移动互联网的崛
起，更成为政府与民众沟通的重要桥
梁。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不断演进，
政务微博逐渐从单向信息输出转变为双
向互动的交流平台。

孟科军以曾经市属某高校学生在
微博中反映宿舍的供暖不够暖为例表
示，微博的互动性有助于他们第一时间
将信息反馈给相关部门，同时也助于督
促加速办理，最终使问题得到快速顺利
的解决。“只有确切地知道我们的用户
是谁，才能提出具体的服务策略。”孟科
军说。

“与公众进行互动交流，可以了解
公众需求，提高服务质量。”在北京市
委宣传部一级巡视员徐和建看来，随着
微博等新媒体新应用日益成为信息传播
的主渠道、主平台，有效的互动交流有
助于牢牢占据舆论引导、思想引领、文
化传承、服务人民的传播制高点，推动
主力军全面挺进主战场。

回顾政务微博的 15 年发展历程，
可以看到政务微博账号数量、粉丝量、
发博量以及阅读量都取得了显著的增
长。新浪微博执行总编辑、总编室主任
薄红恺介绍，目前，经过新浪平台认证
的政务机构微博达 146638 个，总粉丝
量近31万，年总发博量达8000万，年
总阅读量达 4600 亿。作为政务传播的
重要平台，政务微博即将迈入 4.0 时
代。薄红恺表示，这个时代政务微博将
以权威发布为基础，融合互动服务、矩
阵联动、回应关切、多样传播、创新理
念、科学管理为一体的政务新媒体形
态。同时，平台也将通过策划和资源跟
进、救助超话、暖新闻机制、辟谣手段
以及附注功能等方式，助力政务微博的
发展。

薄红恺同时提到，政务微博也面临
着一些问题，如部分账号关互动、蹭流
量、一刀切等。对此，薄红恺建议，要
线上线下结合，高效服务，及时回应公
众关切；要让内容更加生动，进行人格
化运营和专业性策划；进行科学管理，

分级分类处置舆情。

推动上下联动左右协同

在当今媒体融合发展的浪潮中，政
务新媒体如何脱颖而出，成为传播权威
信息、引领社会舆论的重要力量？

在刚刚结束的中国广播电视精品创
作大会上，首都广电联合人民日报社、
央视新闻等 60 余家中央及省市级媒
体，共发布 2000 多条报道，宣传总阅
读量突破 23 亿次，创造了大型活动宣
传的新纪录。同时，积极联络知名自媒
体和大V，整合传统媒体、网络平台和
自媒体的传播资源，形成了优势互补、
一体化规划的全媒体传播格局。

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宣传中心主任徐
莹认为，这样的传播模式不仅摆脱了传
统政务媒体“冷冰冰”“硬梆梆”的刻
板印象，还显著提升了政务宣传的亲和
力和互动性，是提升政务宣传影响力中
不可或缺的重要支点。

徐和建提出，政务新媒体作为官方
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在民间和境
外舆论的影响下保持主流地位，传播主
流价值、舆论和文化；应突出信息发布
和政策解读的核心职能，确保其独特性
和权威性；应依循指标性管理，确保信
息发布的权威性、准确性和及时性；应
科学拥抱新技术，提高信息发布效率和
互动性，实现开放式发展。

“政务新媒体要用互联网思维主导
资源配置，推进组织架构、管理流程和
运营模式的变革。”在北京市大兴区委
常委、宣传部部长薄茹看来，发展实践
是宣传最好的养分和沃土，也是媒体转
型融合最好的催化剂，要通过新质生产
力赋能各平台，才能促进优质内容传播
和技术创新，最终形成多元、立体、全
方位的传播矩阵。

“只有实现上下联动、左右协同，
推动优质内容出彩、技术创新与生态融
合，才能打造全面的传播体系，扩大政
务信息的覆盖面。”孟科军如此表示。

政务新媒体如何迈上新台阶？
□本报记者 张君成 李婧璇

近年来，伴随全球互联网的高速发
展，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
技术的迭代演进并在媒体行业应用，主
流媒体在传媒行业发挥舆论引导作用面
临一定挑战。同时，传播渠道的多样
化，使主流媒体和众多自媒体在各大社
交平台共存。

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在潮新闻上线之
初就提出，要联合全国媒体一起做直播，
一起共潮赢未来。从目前浙江日报报业
集团潮新闻的实践与探索来看，跨区域
融媒合作直播，正成为当下主流媒体新
闻报道“破圈”的流量密码。

深化合作抱团“出圈”

对于传统主流媒体而言，在与互联
网深度拥抱的过程中可以发现，过去各
省市媒体“一肩挑”的主流舆论引导模
式显然已跟不上时代步伐。尤其是面对
同质化的传播内容和手段、用户意识欠
缺、平台技术建设不足、用户流失严重
等问题，怎么办？从近两年主流媒体抱
团组CP的方式来看，通过跨区域融媒
合作，整合各地媒体资源，实现内容生
产的多元化联动，进而可提升移动直播
的传播影响力。

以浙江日报报业集团潮新闻为例，
以做好看的党端、有烟火气的平台为目
标，上线以来一直以“共建、共享、共
赢”的理念，培育新型主流媒体传播生
态。潮新闻移动直播，以热点选题为抓
手，长期开展全国联动和省内联动直播
机制，取得了不错的品牌影响力和社会
传播效果。

如在 2024 春运首日到来前一周，
潮新闻就在全网率先发起 《你好，回
家！全国多地直击 2024 春运首日》 大
型联动直播的邀请，收到 10 余家媒体
的呼应。该场直播中，记者直击广州、
杭州、深圳、福州、西安、成都、贵阳
等地火车站、机场、高速口，带受众共
同看春运首日客流高峰，各地多举措护
航回家路。这场直播获得了新华社、央
视频等央媒客户端首屏推荐、新媒体平
台同步转播，超 50 家媒体转发，全网
观看量超1256万。

直播爆款的出现，也让传统媒体

出身的新闻老兵既兴奋又焦虑，我们
做对了什么？成功的经验能不能复
制？我们发现，首先以直播场次的减
法做直播影响力的加法，打破区域藩
篱，选择强强联手，能大大拓宽报道
的广度，点位更丰富内容更多元，这
些都是吸引更多网友关注并长时间观
看的重要因素。其次，策划先行，强
调百姓视角，是新闻报道的制胜法
宝，在春运首日的直播报道中，既有
对各地春运客运情况和天气信息的实
时播报和温馨提醒，也有一个个以典
型人物春运路上的真实故事为背景的
新闻纪实呈现，这些都是最终让这场
直播新闻脱颖而出、产生大流量的源
泉动力。

打通四级媒体推荐渠道

全媒体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声音
越多元越需要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创
新，是媒体培育新质生产力的不竭动
力，也是传统媒体走向合作壮大主流思
想舆论的重要手段。

为了避免陷入“酒香也怕巷子深”
的困局，潮新闻直播团队较早地建立了
全国分发群，积极发挥500人“朋友圈
群”的重要作用，包括全国联动直播的
邀请、直播物料的分发、热点选题讨
论、新闻资源共享等，与群里全国各地
的媒体人几乎每天都进行业务交流。

潮新闻直播团队还建立了从央媒到
省媒再到各地市、县融媒四级贯通的直
播内容共享和推荐机制，以此打破信息

壁垒。2024 年以来，潮新闻制定了让
省外联动和省内联动齐头并进的机制，
新建专门针对潮新闻直播联动的浙江省
融媒沟通交流群，并在群内定期发布联
动选题，同步全国媒体联动相关资讯，
彻底打通央媒和省市县融媒的选题推荐
渠道，“送市县融媒上央媒头版”。

如 2024 年 5 月 18 日，潮新闻推出
《国际博物馆日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
浙江文化宝藏》 全省媒体联动直播，

《人民日报》、新华网、央视频等中央媒
体第一时间进行转播，综合全网直播观
看量达 300 余万。2024 年 6 月 7 日，潮
新闻联合多省市主流媒体发起《加油！
北上广浙媒体联动直击 2024 高考首日
现场》联动直播，直击北京、上海、广
州及杭州四地高考首日现场情况。新华
网、央视频首页重点推荐，30 余家主
流媒体转播，全网播放量达 780 余万。
值得一提的是，以上两场联动直播中，
既有全国主流媒体跨区域联动，也有地
市县级融媒的加入，通过多地联动、多
平台分发，形成强大的传播合力，实现
了让正能量澎湃大流量。

此外，结合移动新闻的特点和用户
需求，潮新闻不断创新内容呈现形式，
尝试采用多屏互动、慢直播与移动直播
相结合、VR全景直播等多种手段，不
断丰富直播画面和表现张力，提高直播
报道的可看性和吸引力。

拥抱受众调动网友积极性

如何让移动直播叫好又叫座？实

践证明，一场直播爆款的形成，有提
前策划的功劳，让新闻敏感和网感充
分发酵，也有久久为功从量变到质变的
飞跃。

每一场成功直播的背后往往是具
有“上接天线、下接地气”的特性。
所谓“上接天线”，就是报道内容与
主流舆论价值观相符合，与时代精神
相契合，与民族情感所交融，而“下
接地气”，就是要有足够的网感。网
友真正喜欢的是什么？网友最在意的
点在哪儿？更容易让网友接受的表达
方式是什么？新时代的好记者，脚下
不止有泥，还应该深度拥抱互联网、
拥抱受众，才能真正做到心中有光
芒，笔尖有力量。

如何在直播中强化与用户的交互
性？潮新闻直播通过发布直播预告提
前设置话题讨论、邀请用户在线提
问、开展抢红包送福利线上活动、邀
请网友参与主题线下活动等方式，令
用户持续关注并主动转发直播报道，
同时以常态化的运营活动为手段，充
分调动起网友参与的积极性，利用各
大社交平台的二次分发形成较好的传
播效应。

内容为王，这是新闻报道的核心竞
争力。跨区域融媒合作直播，也只是主
流媒体新闻报道实践出真知的“破圈”
打法之一。对于主流媒体从业者而言，
当下的时代机遇与挑战并存，广阔天地
仍旧大有可为。

（作者系浙江日报报业集团潮新闻
客户端直播部主任）

潮新闻：跨域联动直播寻“破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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