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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网络的普及，人类进入自

媒体时代，信息的传播方式由大屏转向小屏，对于曾

经的主流媒体而言，仅仅通过电视、广播、报纸这样

传统的途径传播，在传播的效率和互动性方面都远远

不及手机平台方便快捷，因此，主流媒体的转型迫在

眉睫。然而，主流媒体到底应该如何转型却成为一些

地市级广播电视台的一大痛点。

其实，“媒体融合”这个词对于大多数媒体从业

者而言并不陌生，自 2014 年媒体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

以来，我国媒体融合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尤其是近几

年很多县成立了属于自己的“融媒体中心”。可以说，

上到央视以及省级卫视，下到各个县的融媒体中心，

在融媒体方面都有大量的行之有效的融媒体产品产出。

但是，一些市级主流媒体在媒体融合方面出现了定位

模糊、生存艰难的尴尬局面。面对如此困境，市级主

流媒体必须大刀阔斧改革，在危机中寻找转机。

一、移动优先明方向

（一）移动优先就是内容移动化

所有媒体都应该将自己的内容集中到可移动平台，

也就是手机端。很多市级主流媒体打造了自己的手机

App，同时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注册了自己的账号。但这

些账号和平台需要大量的人力参与运维，一些市级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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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媒体在运维的过程中出现了定位模糊不清、搭建好

的平台无内容填充等问题。再好的平台也需要填充源

源不断的内容，毕竟“移动优先、内容为王”。

市级主流媒体在选择搭建移动平台之前应该充分

地考虑到运维过程中内容的填充以及后台的管理。同时

从源头上解决内容不足的问题，即能否用节目的内容

填充移动平台的内容。需要注意的是，填充时不能通

篇复制粘贴，填充平台的内容更倾向于一个又一个点，

而无需面面俱到 [1]。

（二）移动优先就是平台互动化

在移动优先的大环境下，人们应该办什么样的节

目，生产什么样的内容，是市级主流媒体急需考虑的

问题。要想清楚了解这个问题，也就明确了未来发展

的大方向。相较于曾经的传统传播渠道，移动端有以

下几大特点：信息传播量大且密、手动可操作性强。

所以在发布的内容当中要尽可能地留足互动的空间，

平台方也需要考虑到互动的路径。

比如，《主播说联播》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

新媒体中心于 2019 年 7 月 29 日正式推出的短视频栏目。

其内容密切关注热点，结合当天重大事件和热点新闻，

让新闻主播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传递主流声音。主播一

改语言风格，聊老百姓关心的问题，同时除了介绍事

件本身之外，还加入了一些思考，引人深思，让移动

用户“有话说”“有感想”。这个栏目在推出后取得

了较好的社会效益。

市级主流媒体在生产内容的过程中要时刻注意与

受众的互动性。所谓互动性，并不仅仅局限于“要你

来给我评论”，而是在创作过程中与受众对话，即“如

果我是受众，我会被什么样的内容吸引”，保证内容

能够引起受众的注意和思考。

（三）移动优先就是媒体平台化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在人人都是自媒体的时

代，每个人都有社交需求，渴望分享自己生活中的精

彩瞬间，并且获得别人的关注和点赞。而媒体可以为

人们搭建一个足够权威、智能、丰富的“信息交流平台”。

注意是交流平台，而不仅仅是一个发布平台，让每一个

人的精彩瞬间都能够在这个平台得到展现。这样一来，

既能够保证内容的丰富性，也可以反哺填充传统节目

生产内容。

二、改变模式强运转

（一）打破机构壁垒

电视、广播、报纸在曾经的发展过程中，一直齐

头并进，但是交流相对较少。这种运作模式在曾经信

息传递方式单一时没有出现什么问题。但是在信息大

爆炸的时代，很多市级的广播站、电视台、报社就会

出现同质化严重，信息不对称，人员结构各有所长但

并没有融合在一起等问题。这样不仅浪费了人力，分

散了受众的注意力，而且还容易造成机构与机构之间

故意不共享信息，体现自己机构的差异化，让市级主

流媒体的效率和内容不断被消耗。所以，媒体融合要

打破各媒介造成的壁垒，让三方的力量强强联合，生

产出更加优质的融媒体产品。

此外，部门与部门之间同样存在交流较少，信息

流通不畅的问题。只有改变这种机制，才能让有限的

资源高效运行。机构的合并首先是消息的合并，比如

有的市级主流媒体建立起了自己的“媒资库”，所谓“媒

资库”，就是各个新闻机构把自己的采访素材都统一入

库到“媒资库”中，其他生产部门需要什么样的素材

都可以在“媒资库”中调取，这样就打破了部门与部门、

机构与机构之间存在的信息壁垒，大大提高了工作效

率。

除了信息的交叉融合，人才也可以在部门融合的

过程中进行融合，以前的电视、广播、报纸各干各事，

但是媒体融合后，完全可以打破电视、广播、报纸的

壁垒，成为“工作专班”。比如，针对同一话题，擅

长编写的组稿，擅长视频的拍摄，擅长播报的讲述，

不同角度碰撞创作，完全可以打造出 1+1+1 ＞ 3 的产品。

（二）改变分配制度

首先，分配均衡、论资排辈的考核模式并不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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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员工的主观能动性，主动思考，精益求精。所以

在媒体大融合的浪潮下，很多市级主流媒体也是在危

机中寻找转机，开始尝试了公司化运作。但是，在公

司化运作的过程中，由于传统模式根深蒂固，要想完

全转变尚且需要一定的时间，一些市级主流媒体往往

在运作过程中会出现“改革四不像”的情况。所以在

人员配备、激励制度、管理方案上都要方向一致，保

证运营模式足够明确。

三、活动优先扩外延

服务兴台、活动强台，这是媒体融合时代市级主

流媒体的重要生存“宝典”。随着新媒体的飞速发展

以及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市级主流媒体中的硬广数量

明显下降。市级主流媒体要如何提高自己的竞争力，

让自己的客户依旧选择自己，让曾经的受众连接更加

紧密，答案就是“办活动”。其实办活动也是一种增

强互动性，增加粉丝黏性的一种手段，而且有活动“打

底”，产品会更容易形成系列并产生持续的话题。

如果把同一个城市的媒体比作一个班级，主流媒

体是班干部，班干部要如何做到在班里有影响力，就是

要“大事有声音，要事有身影”。说白了就是要不停

刷存在感，让市级主流媒体真正起到引领导向的作用。

而多办活动，就是市级主流媒体提高影响力的重要方

式。

（一）办贴近本土的活动

市级主流媒体受限于信号的覆盖范围以及人员的

构成注定只能覆盖有限的范围。但是受众的构成依旧

是以本土为主。所以，市级主流媒体在策划活动的过

程中要尽量贴近本市。本地方言、本地特产以及本地

的文化等都是当地老百姓关心和关注的话题。比如，

2022 年，由天津卫视打造，优酷全网独播的《青春守

艺人》推出“乡音”主题，该节目以传统文化为主题，

挖掘传统文化技艺中蕴含的中国特色、中国精神和中

国智慧，播出以来受到各地观众喜爱。还有早在 2016

年，湖南卫视主持人汪涵就导演了一档爱奇艺自制综

艺《十三亿分贝》，这是一档方言歌曲选秀类节目，

由爱奇艺与尚众传播联合出品。当方言撞上音乐，零

门槛全民狂潮，民间高手玩转方言，音乐顽童方言大

师等等看点不断，好评不断。与此同时，创作团队积

极响应教育部、国家语委发文启动的“中国语言资源

保护工程”，从文化传播、媒体推广的角度保护中国

语言资源，将各地方言进行保护传承。

虽然说这些卫视办的都是节目，但实际上就是把

办的活动用综艺节目的方式呈现出来。对于市级台来

说，由于其实际情况与卫视不同，因此，可以在这些

节目当中寻找到办活动的灵感，然后用自己的方式宣

传，从而达到良好的线上线下传播的效果。比如，《谁

不说我家乡美——家乡摄影作品大赛》《方言段子大赛》

《家乡美食寻找》等都是不错的市级台活动题材。

（二）办服务于民的活动

城市的文明跟每一位市民息息相关，而车让人、

人让车的文明行为，在城市交通中也多次成为热门话

题。因此，许多市级电视台举办过“加油吧，好司机”“寻

找城市最美司机”这类活动。这类紧扣生活，能够直

接或间接地服务老百姓，提高城市文明程度的活动可

以多办。创收还是创优，其实很多市级主流媒体都在

这两者之间反复横跳，认为二者不可兼得。其实不然，

办真正服务老百姓的活动是可以实现社会效益经济效

益双丰收的。

（三）办紧扣实事的活动

市级主流媒体要立足于本土，做到重大事件不缺

位，老百姓关心的问题有声音，这样才能发挥主流媒

体引领导向的作用，展现主流媒体的责任担当，产生

好的社会效益。所以在办活动的过程中，要考虑应该

如何与本市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总之，活动兴台已是

大势所趋，主流媒体就是要通过多策划有深度、有温度、

接地气的活动，占领当地媒体宣传的主阵地。

四、结语

市级主流媒体改革迫在眉睫，人们的生活习惯日

新月异，媒体的传播形态也要想办法从“大屏”转向全

媒体融合发展。地市级媒体要在“移动优先”的理念下，

生产更适合全媒体生态的内容，探索全新的工作模式，

策划更多线上线下的相互呼应的各类活动。虽然改革

是艰难的，但是相信只要翻过了这座山就能看到下一

片无垠的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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