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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新时代 见证新作为 书写新篇章
——全国媒体看漯河学习交流活动与会专家专访（下）

■文/图 本报记者 潘丽亚
面对当前媒体发展新形势，如何做

大做强党报主流媒体，增强党报主流媒
体的影响力？9月19日，湖北天门日报
社社长姚超益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虽
然传统媒体发展形势比较严峻，但党报
在发展中有困难也有自身的优势，党媒
要发挥优势、壮大自己。

姚超益说，党报等传统媒体，有
当地党委、政府的支持，有政策的支
撑，有自己固定的、优秀的采编队
伍，有极强的权威性、可信性，这些
优势是一些新媒体尤其是目前发展迅
速的自媒体所没有的。发挥这些优
势，搞好自身经营，不断壮大自己，
党媒才能发展好。

“党报在媒体融合发展中也有着很
强的优势。”姚超益认为，媒体融合永
远在路上。因为在新技术飞速发展的今
天，任何新媒体都会被更新的媒体形态
所代替，所以媒体融合发展就是传统媒
体和新媒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
就是我、我就是你才是媒体融合发展的
最高境界。”姚超益说。

姚超益认为，媒体融合没有固定模
式，毕竟各地的财力、基础都不同。媒
体融合发展，受到了资金、人才、体制
的制约，同时技术也是媒体融合发展的
一个难题。如何集中一个地方的财力、
人力，全力发展一个新媒体中心，应该
是党报在媒体融合发展中需要思考的问
题之一。

发挥党媒优势
不断壮大自己

——访湖北天门日报社社长姚超益

■本报记者 朱 红
9月19日晚上，抵达漯河的三门峡

日报社总编辑刘建设接受了记者的采
访。

刘建设认为，面对当前出现的各种
新挑战、新形势，地市级党报必须在新
时代有新作为，充分发挥地市级党报的
优势和特点，主动策划，创新报道，提
升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
和公信力。

刘建设介绍，三门峡日报社从不断
深化“走转改”活动、重视队伍建设等
方面着手，主动出击、大胆作为，不断
提升报纸的影响力。围绕改革开放 40
年、扫黑除恶和深化“效能革命”等主
题，从基层入手，推出了 《壮阔东方

潮 奋进新时代》《扫黑除恶进行时》等
专栏、特刊，收到良好反响。为了打造
过硬的编采队伍，近年来，三门峡日报
社也采取多种措施，让大家的业务素质
得到不断提高。

那么在媒体融合方面三门峡日报社
都进行了哪些积极探索，取得了哪些经
验呢？刘建设说，2016年7月，三门峡
日报社建起了“融媒小厨”，也叫全媒
体中央控制室，加强部门间的联动，减
少并行不融等情况的发生。

“漯河日报社充满了改革的锐气，
我们还经常在采前会上学习你们的先进
经验和做法呢。”采访结束时，刘建设
乐呵呵地说。

本文图片由刘建设提供

深化“走转改”
探 索 融 合 路

——访三门峡日报社总编辑刘建设

■文/图 本报记者 潘丽亚
当前形势下媒体如何更好地融合发

展？9月20日，来自江苏都市文化报社
的执行总编乔凌峰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媒体融合离不开媒体线下资源的整
合和优势的发挥。

乔凌峰说，党媒的升级转型，离
不开融合发展。但很多媒体在进行融
合时，进入了一个误区，就是认为线
上线下一定要共同发展，才是媒体融
合。“其实，线上线下融合是需要大量
资金投入的，而这些投入在短时期内
是没有产出的。另外很多时候传统媒
体的线上产品是竞争不过一些新媒体
的。”乔凌峰认为，媒体融合的前期，
传统媒体应该先整合线下资源，本土

的、行业的各种资源。这些优势是新
媒体所无法比拟的。只有整合好线下
资源，利用这些资源优势，再进行线
上发展，才会在较少投入的情况下，
获得较高的产出。

在乔凌峰看来，当前很多媒体在融合
发展中，都是拿自己的短处，与新媒体的
长处在竞争，从而放弃了自身线下的优势
和自身的权威性、公信力等。这也是很多
纸媒生存困难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乔凌峰说，媒体融合发展中，不少
媒体的经营缺乏了产业链意识，因为不
是所有的产品都能赚钱，部分产品的存
在就是为另外一部分产品提供服务的，
只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产品的效
益才能最大程度地体现出来。

整合线下资源
加快融合发展

——访江苏都市文化报社执行总编乔凌峰

■文/图 本报记者 张玲玲
“报网融合、移动媒体，这些

都是逼出来的。技术的进步，手机
的普及，改变了人们的阅读习惯。
面对咄咄逼人的形势，如果不进行
融合，不抓好移动媒体，我们就会
丧失读者，就会丧失这块阵地。”9
月19日，井冈山报社副社长邹军平
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面对新形势，
传统媒体要树立抓媒体融合就是抓
发展、抓未来的转型思想。

邹军平认为，进行媒体融合，
就必须有技术、有平台，投入大量
资金，夯实融合的基础，加强技术

队伍的建设和新技术的学习、引进
（航拍技术、直播技术、H5 展示技
术等），投资升级采编系统，重点打
造音视频新闻，让快新闻成为主
角，形成视频栏目与会客厅的新媒
体品牌。只有通过新媒体各平台更
加安全有序高效运行，才能撬动其
他媒体的蛋糕和资源。

“媒体融合，让消息的传播效率
大大提高，新闻即采即发，把‘今日
新闻’变成‘即时新闻’。”邹军平
说，媒体融合后，平台内容更多、更
实、更新，在许多重大时刻，能够实
现新闻实时传播，传播效果更好。

“融”出新平台
“合”出新天地

——访井冈山报社副社长邹军平

■文/图 本报记者 刘亚杰
“荆州是春秋战国时楚国都城

所在地，是一座历史名城。作为地
方媒体，四年前，我们也是以传统
纸媒为主，在新媒体的冲击下，纸
媒的生存状态可谓是非常艰难。我
们现在的社长代志武上任之后，开
始带着大家搞媒体融合，打造我们
的‘新闻梦工厂’，让新闻实现流水
线生产。现在，我们主要在智能化
建设方面发力，将报社传统传播渠
道和终端引入全渠道、智能化，整
体进入人工智能新媒体时代。”9 月
19 日晚，荆州日报传媒集团副社长

李晓鸣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说起如何适应媒体的转型升级，

李晓鸣称，首先编辑、记者要打破日
报、晚报这样概念的局限。四年前，
荆州日报传媒集团借助互联网建立

“党报云中央厨房”，改变传统的采编
流程，这在当时是一个突破性的尝
试。“开始我们的编辑、记者都不习
惯，现在四年过去了，很多人适应得
都很好。他们也尝到了媒体融合的甜
头，最直接的是我们职工的工资翻了
几番。还有一个核心的东西就是我们
在不断地学习，结合实际转变自己的
观念。”李晓鸣说。

媒体融合发展需要不断学习
——访湖北荆州日报传媒集团副社长李晓鸣

■文/图 本报记者 王 培
“媒体发展进入新时代，媒体融合

进入新阶段，传统媒体遇到了更大的挑
战，我们需要融合发展，更需要深度融
合发展。那么，传统媒体如何在融合发
展中进一步向纵深推进，这是需要深入
调研和探索的一个重要课题。”9 月 19
日，渭南日报社副社长石军接受记者采
访时说。

近年来，传统媒体都在积极应对媒
体融合和媒体产业融合。石军认为，这
是起步阶段，只是做到了“有”。然而
传统媒体要在融合中做大做强，就必须
要转型升级，进行深度融合，眼下就进
入了这个新阶段。

石军认为，传统媒体的发展离不
开媒体融合和产业融合。新媒体的优
势是传播速度快、信息量大，而传统
媒体则重在报道质量高、有深度。纸
媒在守住自己品牌影响力的前提下，
通过新媒体的传播，提高覆盖面、扩
大影响力，这样彼此的优势就得到了
充分发挥。同时，在全媒体时代，编
辑、记者更要提高自身业务素质，练

好十八般武艺，保持清醒的头脑，在
现有的基础上寻求突破，通过自身的
成功转型来直面媒体融合时代的机遇
与挑战。

目前，媒体融合发展已经进入了新
阶段。这个阶段，层次高，难度大，推
进慢，需要党委、政府给予大力的政策
支持，需要来自财政资金的大力支持和
扶持。作为媒体人，我们也要在做好新
闻的同时，坚持多条腿走路，多产业发
展。以前传统媒体的单一经营方式已经
不适应融合发展的需求。这就要求媒体
行业在以媒为本，做好新闻主业的同
时，在媒体产业融合方面，多元化经
营，闯出另一番天地，并最终实现突
围。

“纸媒是重要的舆论阵地，尤其是
党报，品牌公信力强，影响力大，新闻
要做得有吸引力，读者爱看。不管怎样
改革，都是以发展壮大媒体传播力、影
响力为出发点和归宿，这些年我们也在
一路探索，坚持改革创新，推进媒体融
合，不断提升党报的传播力、吸引力、
引导力、影响力。”石军说。

推 进 媒 体 深 度 融 合
提高党报传播力影响力

——访渭南日报社副社长石军

■文/图 本报记者 张玲玲
“近年来，传统媒体广告收入出现

断崖式下滑。为了扭转势头、调动内部
积极性，2016年1月，十堰日报社将旗
下功能性质相近的两大媒体——《十堰
日报》和十堰政府网进行整合，实行一
套班子、管理两个媒体。”9月19日，十
堰日报社副总编辑李玉伟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说，在做好“新闻＋服务”的同
时，十堰日报社注重政治效益、社会效
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

李玉伟告诉记者，在媒体融合方
面，首先要有一个心往一处想、劲往一
处使的班子，上下同欲才能共克时艰。
其次最棒的人才在新闻编采和经营一
线。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不仅要发
现重用会写时政要闻、社会民生稿件的

人才，还要发现重用懂政策、会经营的
人才。”李玉伟说，服务就是生产力。
在新闻宣传上，媒体要服务党委、政府
和市民读者，真正起到桥梁作用。特别
是在县区可以尝试建立融媒体中心，服
务地方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

李玉伟介绍，近年来，十堰日报传
媒集团在切实履行新闻媒体政治责任和
社会责任的同时，全面推进转型，加快
推进报网融合，初步实现了从传统报纸
出版到全媒体发展，从单一广告经营到
多元化产业布局，从新闻生产者到新闻
信息服务商的转型，形成以日报、晚报
为基础，以网站、手机报及微信平台等
新媒体集群和以电商、旅游、会展、蜂
蜜销售等多元化产业为两翼的现代传媒
集团。

做好“新闻＋服务”
提升主流媒体影响力

——访十堰日报社副总编辑李玉伟

■本报记者 朱 红
“对漯河，原先只知道有双汇、南

街村。来到漯河，才知道编撰《说文解
字》的许慎也是漯河人。漯河不仅有突
出的食品产业，还有古老灿烂的文化，
让人感觉厚重、古老而又充满发展活
力。”9月20日，山东滨州日报社副总编
辑王锋告诉记者。

王锋说，从习近平总书记 2013 年
“8·19”讲话，到后来一系列关于新闻
舆论工作的讲话，焦点之一就是要求
传统媒体向互联网转型，占领互联网
舆论阵地。滨州日报社向互联网转型
始于 2015 年，经过近三年的建设和运
行探索，目前滨州网、滨州网客户端
已经发挥起党网和党端的作用，对内
引领了互联网舆论，传递了市委、市
政府的声音；对外宣传了滨州，提升
了滨州形象。

王锋介绍，滨州日报社建设滨州网
和滨州网客户端的项目，得到了市委宣
传部的认可和资金支持，得到了山东省
文化产业项目资金的支持，并获得了全
国地市报社“十大创新平台”称号，位
列第四名。滨州日报社还根据发展需
要，正在打造一支技术队伍，为滨州日
报社向互联网深度转型提供技术支撑做
准备。

王锋说，在宣传方面，滨州日报社
履行了市委机关报的核心职能。“追赶
战略”“四环五海，生态滨州”“建设更
高水平更高质量小康滨州”等市委、市
政府的重大决策被广泛知晓，形成舆论
氛围，滨州日报的宣传扮演了关键角
色。“总的来说，在当前形势下传统媒
体向互联网转型势在必行，希望能与大
家共勉。”采访结束时王锋说。

本文图片由王锋提供

加快转型发展步伐
占领互联网舆论阵地

——访山东省滨州日报社副总编辑王锋

■本报记者 刘亚杰
“我觉得无论怎么融合，一个媒体

在转型发展的过程中找准自己的定位很
关键。要以内容融合为先导，做好新
闻，当好党的‘喉舌’，传播正能量，
传递好声音，讲好本地故事。”9 月 20
日上午，海南三亚日报社副总编辑郭艳
菊在谈到媒体融合时，深有体会地说。

“我们2013年开始谋划向新媒体转
型，经过这几年的发展，融媒体获得一
定程度发展。”郭艳菊说，在新的传
播生态下，建设一个基础性的地方新闻
综合网站很有必要，用好新媒体技术，
重点建设主流微信公众号、官方微博、
掌上APP、新闻网，形成一个全媒体矩
阵。

“今年 4 月份，海南建设自贸区
（港） 获得中央批准，开放的步伐将迈

得更大，我们紧紧抓住这一机遇，在海
南地区首创全英文发布平台，推出了英
文版微信。”郭艳菊说，在全国媒体融
合的大环境下，要通过了解新技术、新
风口，结合自身发展不断研究和跟进，
因势利导，因地制宜，多开发融媒体产
品。另外，任何一家媒体，采编团队是
基础也是核心。向新媒体的转型，是全
员的转型，彻底地转型。在转型的过程
中坚持与报纸联动，坚定不移推进传统
媒体和新兴媒体深度融合，尽快从相

“加”阶段迈向相“融”阶段。
同时，要根据新媒体的特点，制定

出一套完善的运行机制，用人性化的管
理确保制度得到贯彻落实，切实做到

“及时发布，24小时监控”，让新媒体的
优势发挥到极致。

本文图片由郭艳菊提供

以内容融合为先导
构建媒体新生态
——访海南三亚日报社副总编辑郭艳菊

■文/图 本报记者 吴艳敏
9月19日，记者采访了贵州黔东南

日报社副总编辑李田清，听取他对当前
传统媒体如何发展的认识。

李田清表示，面对当前的形势，要
把党报做大做强，增强影响力，就必须
要做好重大主题宣传的策划，这是党报
的使命，也是党报的优势。发挥好党报
的人才优势、资源优势和传统优势，做
好典型报道、主题报道，能更好地引导
舆论，提升效果。

“重大主题策划是传统媒体抗衡新
媒体的主要手段，实际上也是纸媒的一

种自我突破。”李田清告诉记者，在海
量信息时代，碎片化信息含金量不高，
读过即忘，读过即扔。读者需要成系
统、逻辑性强的报道。做深度恰恰是纸
媒的主要优势之一。在与新媒体的竞争
中，重大主题报道，以深度见长，靠深
度取胜，赢得了读者。

李田清称，策划重大主题报道时首
先要把握国情民意，传播时代的声音，
凸现时代性、政治性、针对性；其次要
设计内容，创新呈现形式；最后要达到
思想与情怀的统一，才能让读者产生共
鸣，有感动、有思考。

做好重大主题宣传报道
引 导 舆 论 提 升 效 果

——访贵州黔东南日报社党委委员、副总编辑李田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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