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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媒体时代，面对新的传播生态格
局，推进媒体系统性变革成为媒体谋求生
存和可持续发展、更好地满足社会和公众
信息需求的必由之路。主流媒体应当以
理念革新为引擎，借力技术赋能实现创作
模式革新、传播形态迭代与用户体验升级
的突破。

一、理念革新：驱动系统性
变革的认知基础

从媒体初融到深融，再到系统性变
革，我国媒体融合已迈入“深水区”，进入

“超融合”阶段。在激烈的媒体市场竞争
中，到底怎么创新求变？强势突围，没有
很好的范本可供复制，主流媒体都在不断
探索中负重前行。

（一）深度融合理念突破
媒体深度融合需要打破“报网端

微”简单并行的叠加，建立“策采编发
评”全流程再造的快速反应机制。首
先，从“渠道覆盖”转向“生态构建”，
要求媒体不仅要占领传播终端，更要形
成闭环的内容服务生态；其次，从“内
容搬运”转向“智能重构”，通过AIGC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技术实现新闻素材
的自动标注、智能关联与多维重组；再
次，从“单兵作战”转向“系统协同”，
实现“策采编发”各环节的有机衔接与
数据贯通。

（二）用户中心理念重塑
用户理念的重塑，主要体现在：一是

从“受众”到“用户”的认知改变，主流媒体
需要建立用户数字画像系统，将模糊的用
户群体转化为可量化分析的精准数据单
元；二是从“传播”到“服务”的功能拓展，
需突破新闻信息平台的单一属性，构建集
政务办理、民生服务、社区互动于一体的
超级客户端；三是从“单向推送”到“双向
共创”的关系重构。

近两年来，金华市新闻传媒中心不断
为用户做好服务，建立了“用户需求—
内容生产—效果反馈”闭环机制，其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金彩云客户端，依托
用户数字画像系统构建的“新闻+政务+

商务+服务”生态服务体系，如今已有76
个行业协会入驻，推出服务功能 160 余
个，覆盖了民生各领域。今年，又创新
植入了AI技术，加速内容生产和传播方
式迭代升级，更好地满足用户各方面的
信息和服务需求。

（三）价值共创理念建构
价值共创理念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建

构，本质上重构了内容生产与消费的关
系。传统单向传播模式被打破，重塑了
媒介生态的结构。在内容层面，建立
UGC（用户生成内容）、PGC（专业生成
内容） 与 AIGC 的协同机制；在数据层
面，开发利用政务数据“金矿”，将城市
公共数据转化为精准传播的决策依据；
在生态层面，构建多元价值网络，如金
华市新闻传媒中心通过金彩云客户端，
实现区域媒体资源整合与价值变现。

二、内容创新：重构主流媒
体核心竞争力

在价值共创理念驱动下，内容创新
已成为重构媒体核心竞争力的关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新闻媒体来说，
内容创新、形式创新、手段创新都重
要，但内容创新是根本的。”无论舆论生
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如何变化，优
质内容始终是主流媒体的最大优势和核
心竞争力。主流媒体要以深化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为抓手，推动内容从数量扩张
转向质量提升。

（一）多元形态传播矩阵搭建
多元形态传播矩阵的搭建，要兼顾传

统媒体与新媒体的优势互补，既保持报
纸、电视等权威渠道的公信力，又要充分
利用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的互动性和传
播力；内容生产要通过对核心信息的差异
化加工，形成文字、图片、短视频、直播等
多形态内容产品；传播节奏要实现常态化
与热点化的有机结合，保持日常内容输出
的持续性，同时把握重大节点的爆发式传
播机遇。

以金华市新闻传媒中心为例，其“3+
3+3+1+1+N”全媒体传播集群，即3张报

纸（《金华日报》《金华晚报》《浙中新报》）、
3 个电视频道（新闻综合、教育科技、公
共）、3个广播频率（综合广播、交通音乐广
播、对农广播）、1个金彩云客户端、1个金
华新闻网以及系列融媒体账号，发挥了较
好的传播作用。其中，微信公众号承担深
度解读功能，微博侧重热点速递，抖音主
打情景化表达，官网确保信息权威性，客
户端则实现服务功能整合，都使新闻传播
产生了裂变效能。

（二）深度与趣味性平衡策略
在新闻传播实践中，深度与趣味的平

衡考验着传播者的专业智慧。优质内容
不能因追求娱乐性而稀释其价值内核，也
不该因强调专业性而丧失传播动能。因
此，新闻内容在追求深度的同时，又要注
重趣味性，这是吸引用户注意力的有力举
措。比如，对于严肃的财经新闻，可以运
用故事化叙事方式，将复杂难懂的专业经
济概念融入生动的案例中；对于枯燥的经
济数据，可以通过图表等呈现方式，让普
通用户也能一目了然，轻松理解。

（三）用户参与式生产机制
用户参与式生产机制打破了新闻传

播的传统模式，新闻生产权不再被主流媒
体垄断。社交媒体、直播平台与即时通信
工具使普通用户直接参与内容创作，通过
现场拍摄、实时评论及群体协作，最终成
为新闻事件的记录者与传播者。

三、技术赋能：构建智能化
传播新生态

内容生产从 PGC 到 UGC，如今已进
化至AIGC阶段，智能写作工具与虚拟主
播重塑创作模式。传播形式更从单向输
出转为双向互动，这种由数据驱动、算法
支撑的传播体系，不仅改变了信息流动轨
迹，更在深层次重构着社会认知网络，推
动传播生态向智能方向迭代，形成具备自
我进化能力的数字生态系统。

（一）智能生产系统搭建
智能生产系统正引发内容生产方式

的革命性变革，基于自然语言处理的AI写
作助手，可实时解析多维度事件数据流，

通过风格迁移算法适配不同媒体的内容
调性，实现智能化新闻生产；大数据舆情
监测系统则实时捕捉全网传播轨迹，为采
编决策提供数据支撑。金华市新闻传媒
中心自主研发的“麒麟美地”全媒深融系
统，如今已实现了新闻生产、内部管理等
全流程数字化和智能化。利用AI技术赋
能，“麒麟美地”实现了多场景智能化应
用，并贯通“策采编发”各环节。

（二）传播网络基础设施升级
5G和云计算技术的普及已深刻重塑

新闻传播生态。以金华市新闻传媒中心
为例，中心在持续深化传播网络迭代升级
的同时，今年重点推进双IP+5G超高清转
播车项目建设，项目投用后，中心将具备
省内领先的现场制播设备能力，可实现金
华市两会、金华发展大会及重大活动现场
的 4K 超高清信号回传，大幅提高新闻生
产效率，让“现场即新闻”的传播理念成为
现实，用户可通过AR/VR多视角切换、高
清画质实时呈现等，构建临场感极强的全
息观看体验。

（三）技术研发协同创新模式
技术研发协同创新模式为新闻传播

行业注入了新动能。主流媒体通过与科
技企业、高校实验室的深度合作，将 5G、
AI等前沿技术应用于新闻采集、内容生产
和分发环节。

金华市新闻传媒中心发挥“技术支
撑+创新研发”的双轮驱动优势，一方面依
托大数据与技术保障部的专业力量，系统
推进融媒体技术的整合应用；另一方面借
助旗下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网络技
术公司的研发实力，持续开展传媒前沿技
术的攻关与产业化实践，有力推动了区域
媒体科技创新的领先地位。

四、组织重构：保障转型落
地的制度设计

在当前媒体深度融合的背景下，新闻
传播领域的组织重构需要突破传统科层
制的惯性。制度设计应当以内容生产为
核心，通过扁平化管理激发基层创新活
力，比如建立跨部门的“项目制”工作小

组，让记者、编辑、技术团队在重大报道中
形成协同闭环。

（一）跨部门协作机制创新
媒体推进系统性变革，要着力打破部

门与部门之间的壁垒，建立跨部门的项目
团队。以融媒体新闻报道为例，需组建包
括文字记者、摄影摄像记者、新媒体编辑、
技术人员等在内的一体化团队，从选题策
划到内容制作、发布，各环节紧密协作，如
此便可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和内容质量。

金华市新闻传媒中心在推进媒体深
度融合过程中，创新性地建立了“中央厨
房+工作室”的跨部门协作模式。打破采
编部门壁垒，将文字记者、摄影记者、视频
编辑、新媒体运营等不同专业人员组成项
目组，实现了文字报道、短视频、数据新闻
同步生产。

（二）柔性化管理体系改革
从传播伦理视角看，柔性化管理改革

重塑了新闻生产流程。通过赋予采编团
队弹性调度权，既保障了新闻时效性，又
体现出对从业者身心健康的人文关怀。

（三）人才战略与能力再造
目前，传媒行业普遍存在后备人才缺

乏的问题。面对变革，媒体要加强新闻队
伍建设，培养更多“高精尖”人才，在媒体
深度融合变革中发挥“催化剂”作用。

金华市新闻传媒中心近两年推行的
“青蓝工程”令人耳目一新。以具有高级
职称的专业技术人才、“五个一批”人
才、首席编辑（记者）、中层干部和骨干
等为主体，推选出一定数量的名师，开
展师徒结对，设立专项培养基金，对师
徒结对成效进行动态考核。这种培养方
式使年轻记者在实战中既练就“十八般
武艺”，又培养了用户思维。

总之，智媒时代的系统性变革是一场
从理念认知到技术实践、从内容生态到组
织结构的全方位革新。金华市新闻传媒
中心的实践表明，唯有将理念引领、技术
驱动与制度保障深度融合，才能破解“深
水区”转型难题，在内容生态、传播效能与
社会服务之间找到动态平衡。

（作者系浙江省金华市新闻传媒中心
党委书记、主任）

智媒时代融合创新的系统性变革路径
——以理念革新、技术赋能与组织重构为驱动

□方青云

由上海市妇联、华东师范大
学、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主办的

“百印颂家风篆刻作品展”近日在
位于北京市东城区的中国妇女儿童
博物馆开幕。

展览展出 110 枚由华东师范
大学书法篆刻专业师生创作的篆刻
作品，涵盖先秦古玺、秦印、汉
印、明清流派和瓦当、镜铭、封泥
等多种风格样式。展览将持续至
6月15日。

图为展览吸引中外参观者的
目光。 本报记者 蒲添 摄

百余枚篆刻
歌颂优秀家风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吉林边疆人民
凭借着勤劳与智慧，创造出了灿烂辉煌的
文化，留存下极为丰富的历史遗迹。近日，
吉林人民出版社联合《中国国家地理》杂志
社精心策划并出版了一部全方位展示吉林
边疆历史文化、风土人情以及自然风光的
图书《守·望——吉林边疆人文地理纪
事》。《守·望》责任编辑郭雪飞告诉《中国新
闻出版广电报》记者，出版社运用“蜂群战
术”，各部门成员之间高效沟通协作，最终
促成本书的顺利出版。

“我社在接到出版任务后，迅速组建
出版专班，并精心策划《守·望》的编辑
出版方案，采用倒排工期的方式，以确保
出版工作高效有序进行。”郭雪飞向记者
介绍，社领导积极协调人事、财务、印

制、发行等部门，各派专员与 《守·望》
项目负责人紧密对接，极大地提升了相关
部门之间的协同性与灵活性。

“守望，就是坚守和展望。边疆，作为
守土的关键门户，同时也是对外开放的重
要窗口。然而，回顾往昔，由于闭关锁国、
因循守旧，疆土与海洋意识的淡薄，使我们
陷入‘望洋兴叹’的困局。”郭雪飞表示，在

《守·望》的卷首语中，以“扼腕叹息”“发人
深思”等词汇，深刻表达了对吉林曾经失去
领土以及最长海岸线的痛惜，同时也彰显
了绝不让历史悲剧再度上演的坚定决心。

“鉴于《守·望》所具有的重要历史意
义、现实意义以及长远意义，在组稿阶段，
对内容的把控堪称严苛。”郭雪飞说，吉林
人民出版社首先梳理了近10年《中国国家

地理》杂志社发表的关于吉林的文章，并以
“文化+历史+勘界守土”为标准，展开了第
一轮筛选。随后，又以作者的专业能力、稿
件的学术影响力与代表性为衡量尺度，进
行了第二轮筛选。与此同时，积极与吉林
省社会科学院沟通协作，请其协助整理、筛
选省内专家发表的相关文章。

在对《守·望》定稿文章进行文献核
准、文史知识核查的基础上，吉林人民出
版社先后开展多轮校对工作。校对组人员
先行初校，及时发现并纠正差错。随后，
由经验丰富的资深编辑和质检专家进行二
校、三校，最后邀请省内相关领域的知名
专家进行最终把关，解决了前几个校次中
遗留的专业知识问题。

“项目负责人及相关编辑的办公桌上

堆满了稿件，所有人都上紧了发条，电话铃
声与键盘敲击声交织，办公室里处处弥漫
着紧张而忙碌的工作氛围……”郭雪飞说，
在《守·望》的创作过程中，作者严谨的学术
作风同样令人动容与钦佩。比如，张福有不
辞辛劳，为贴近历史事实先后多次重写稿
件；赵春江专程前往边境城市珲春实地采
访，只为进一步充实稿件内容；李德山工作
繁忙，仍对已成形的稿件反复修改。

优秀作者成就优质作品。《守·望》翔
实严谨地记述了吉林边疆历史的沧桑巨
变，生动再现了吴大澂、吴禄贞等仁人志
士捍卫领土、千里勘边、寸土必争的民族
气节，全面展现了新时代吉林在大力推动
边疆地区经济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生
活水平方面的发展成就。

吉林人民出版社携手《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精心打造《守·望》

解码边疆文化 力倡学史增信
□本报记者 张席贵

本报讯 （记者张君成）由知乎图书携
手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策划，电子工业
出版社出版的熊猫主题少儿科普绘本《熊猫
花花》近日与读者见面。

该系列绘本以成都网红大熊猫“花花”
的第一视角展开叙述，分为《一起来认识我
吧》《家族秘密大公开》《我的家乡超好玩》

《加入救援小分队》4册。书中有48个趣味
问题、200多个知识点，内容涵盖大熊猫的
生活习性、家族演化、成都生态保护及野生
动物救援等主题，向孩子们展示成都的自然
之美，传递生态保护的重要性。

《熊猫花花》传递生态保护重要性

本报讯 （记者杨雅莲）“童书点亮童
年——新教育童书馆发布会”近日在国家图
书馆举行，现场发布由多领域专家联合研制
的系统性分级阅读书目体系。

新教育童书馆是江苏昌明教育基金会
（新教育基金会） 发起并在全国有需要的小
学、幼儿园落实的公益图书馆，书目由专家
团队研创，建立以“课程标准为锚点、教学
进度为轴线、学科素养为目标”的教学驱动
型书目体系。该体系包含教师书目 60 本、
小学书目800本、幼儿书目500本等三大基
础书目，以及小学、幼儿两大课程书目。

据悉，新教育童书馆书目体系还将每年
遴选优质童书，并继续研制托育、家庭教育
和学科书目。

新教育童书馆发布分级阅读书目体系

本报讯 （记者杨雯） 6月5日起每周
四中午12：00，中外文化交流纪实节目《小
伙小妹换游记》在芒果TV播出。来自山东
青岛的黄子韬、四川南充的徐艺洋和坦桑尼
亚的原始部落青年诺埃、非洲少女朵拉，4
位青年怀揣着同样的热情与向往开启“互换
人生之旅”。

节目采用双线叙事模式，记录中外青年
在同一时间、不同国家的全新生活。来自世
界各地的青年们将感受各国文化间的碰撞与
融合，在异国生活中迎接新的挑战。

节目选取坦桑尼亚、斯里兰卡两个“一
带一路”共建国家作为拍摄地，以各国青年
为纽带，用尊重与共情展现文化自信与国际
视野。

《小伙小妹换游记》在芒果TV播出

本报讯 （记者孙海悦）社科文献出
版社日前出版 《中国数据要素发展报告
（2025）》。

蓝皮书重点围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
制的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数
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
见》及全国多地的数字经济、数据要素制
度进行探索，分析数据对其他生产要素的
放大、叠加、倍增作用，以及数据要素推
动资源快捷流动、市场主体加速融合，提
升经济社会各领域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

蓝皮书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
神，坚持问题导向，在推动数据产权结构
性分置改革方面，通过建立数据资源持有
权、数据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经营权

“三权分置”的数据产权制度框架，强化
数据加工使用权，放活数据产品经营权，
加快数据产权登记制度体系建设，为释放
数据要素价值提供制度保障。在建立数据
流通和交易制度方面，在国内外数据交易
相关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结合数据要素特
点和场内、场外交易现状，从规则、市
场、生态、跨境四个方面提出构建适应中
国制度的数据要素市场体系。

《中国数据要素发展报告
（2025）》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