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ELEVISION

B
R
O
A
D
C
A
S
T

T
E
L
E
V
IS
IO

N

视听纵横 2023·2

▲…
…

…

………

融合传播之我见

摘要：随着媒体融合的深入发展，短视频

已经成为媒体融合的主战场，从短视频领域传

播实践也充分证明短视频是传统媒体直面市场

竞争的练兵场，是传统媒体转型升级的再探索。

本文以杭州电台新闻综合频率 （FM89） 为例，

对其在短视频赛道上的创新和做法进行分析与

思考。

关键词：新闻广播 短视频 媒体融合

短视频作为一种新兴的传播形态，给大众生

活和媒体传播带来了巨大影响。在新型主流媒体

转型升级过程中，在“台网共生”的时代大背景

下，作为曾经是传播领域“热媒体”的广播，不

应在短视频这个“热”赛道上缺位。那么，城市

新闻广播电台在当下的“短视频”时代，如何调

整功能定位和内容生产，借力短视频延续公信

力、影响力和引导力？杭州电台新闻综合频率

（FM89） 在坚持杭州文广集团制定的“频道制”

战略基础上，积极寻求广播原生品牌内容和短视

频平台、用户需求的“最大公约数”，在广播内

容之外扩充全媒体矩阵，在声音的基础上叠加视

频，探寻在短视频赛道上适合自身发展的路径。

一、城市新闻广播电台为何要加入短视频赛道

（一）媒体融合发展使命的需要

2019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全媒体时代

和媒体融合发展举行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全媒体不断发展，出现了全程媒

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要求提升

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影响力、公信力和引导力。

2020年11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印发《关于加

快推进广播电视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的通

知。一系列改革措施为传统媒体加快融合发展提

供思路和保障。广播作为传统媒体的一员必须加

快转型升级，成为新型主流媒体的排头兵。

（二）影响力提升的需要

《2021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数据显

示，2020年网络视听用户规模继续增长，短视频

使用率最高，为88.3%。在泛视听领域市场，短

视频占比最大、增长最快，同比增长57.5%。①可

见短视频市场潜力仍然很大，用户需求值得

深挖。

传统广播的传播渠道具有很强的地域性特

征，边界清晰，范围明确。基于移动互联网发展

起来的短视频平台恰恰突破了传播边界的限制，

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舞台，同时带来更多的机遇和

挑战。

如何让更多人看到、听到主流媒体的内容，

短视频无疑是其中重要的传播形式之一。

（三）走出困境的需要

近年来，传统广播媒体面临服务能力减弱、

信息分发渠道被颠覆、受众被分流等问题。面对

生存和融合的需求，互联网+短视频的新布局给

广播发展带来机遇。一方面，短视频平台能为广

播带来规模级的流量、成倍增长的用户，可以垂

直连接用户；另一方面，短视频平台可以通过精

准的社交圈裂变，实现破圈传播。此外，广告、

电商、私域变现等商业变现模式的引入也可以盘

活广播资源，助力广播走出困境。

二、杭州电台新闻综合频率（FM89）的探

索与实践

（一）创新机制保障

广播作为声音媒体，在视频内容生产方面缺

乏人才和经验优势。且在融媒体背景下，受制于

传统媒体内部组织结构的滞后性与机械性，无法

适应开放性的短视频平台运作机制，容易带来沟

通效率低下、部门利益冲突等问题。为有效提升

频率在融媒体环境下的核心竞争力，尤其在短视

频赛道的竞争力，2019年6月，杭州电台新闻综

合频率成立了音视频部，拓展视频业务、打造

“杭拍”品牌。2020年9月，在杭州文广集团的

指导和支持下，频率音视频部与集团的科技发展

中心后期制作组整合，组建了“杭州文广音视频

城市广播电台短视频赛道路径试析城市广播电台短视频赛道路径试析
熊 丽 樊 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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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传播之我见

制作工作室”，进一步促进广播和视频的有机融

合。工作室抢抓国家（杭州）短视频基地项目落

户集团的机遇，吸纳了杭州文广集团优秀的制作

团队，承接视频制作大项目，屡创精品，为频率

创优增收，达到“1+1>2”的效果。2021年初，

为优化人员配置，激活频率内部员工潜力，促进

整合联合融合，经过竞岗择优、双向选择，频率

成立教育、农旅、汽车、帮办等多个项目、节目

的融媒体工作室，在管理资源、内容资源上优化

配置，实现高效管理、内容创新。

频率将“短视频优先”作为主要战略，提出

在网络短视频领域重点发力，“无视频，不传

播”，全面提升视频化表达、视频化生产、视频

化传播的能力。频率优化、重构了采编流程，要

求记者、编辑改变传统观念，全员进行短视频化

探索，采取“线上+线下、短视频+直播、采访+

内部协作”等报道模式，实现广播和互联网全覆

盖。以优质短视频产品为载体创新主题报道，如

两会报道、疫情防控、亚运巡馆等，不断提升优

质内容供给力和主流舆论引导力，彰显城市新闻

广播电台在主战场的战斗力。

频率以“用户”为核心，搭建全媒体传播矩

阵，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是用好杭州文广集

团自有视频新闻客户端——“杭州之家”APP；

二是借力短视频商业平台，不断完善新媒体矩

阵。充分利用商业平台的巨大流量池，吸纳用户

关注。目前，频率已形成3大系列发布渠道：一

是以“两微一抖一视”为载体的频率官方账号；

二是以“民情热线”“早安杭州”等与广播节目

互为依托的垂类节目视频账号；三是以“海涛姐

姐爱养生”“国风美思思”为代表的主持人视频

账号。3大系列新媒体矩阵累计粉丝已超千万。

（二）发挥内容优势

在短视频平台，具有强烈视觉冲击和情感震

撼力的正能量内容正快速获得受众的关注，这恰

恰是新闻广播的核心优势。聚焦正能量，传播真

善美。城市新闻广播依靠自身的新闻资源，借正

能量内容的传播传递社会主流价值观，以此获得

受众的情感认同。2022年6月19日父亲节当天，

在杭州市救助管理站，寻亲17 年的赵津伟终于

见到了父亲，父子相拥的场景让许多人泪洒现

场。《寻亲17 年的赵津伟终与家人相认 “爸爸

我想了你17 年”》 这条感人的原创短视频，观

看量超25万，点赞近2000。杭州消防员解救手

指被卡的萌娃，全程开启温柔哄娃模式，短视频

《蓝朋友解救手指被卡小女孩 两人可爱对话萌翻

众人》抖音观看量151.6万。

用户注重“不在场”体验，现场直播恰恰是

新闻广播所擅长的。近年来，移动视频直播以其

操作便捷、画面直观、现场感强等特点被广泛应

用到主流媒体的新闻报道中。频率以移动视频直

播为抓手，直击新闻现场，聚焦百姓关切，强化

直播+，增强用户互动体验。2022年上半年推出

“西湖龙井茶开采了”“探营！杭州地铁3号线”

等80余场各类视频直播，足迹遍布杭城。同时，

在节假日、重大事件节点，开设城市“慢直播”。

陆续开设以西湖断桥、京杭大运河拱宸桥、亚运

主场馆奥体莲花等地标景点为主要对象的24小

时慢直播，让网友在“慢直播”中实时感受杭州

的独特韵味。2022 年初，疫情之下许多人选择

留杭过年，策划推出《瑞雪兆杭州 陪你云过年》

慢直播，视频号、抖音同步24小时直播断桥雪

景，累计观看量超50万，点赞4.2万，网友留言

超2000条，分享近1700次。

（三）探索垂类破圈

杭州电台新闻综合频率倡导、鼓励每档广播

节目（项目）都开设一个垂类视频账号，用视频

化手段接入互联网。对融媒体工作室和多档融媒

体节目，要求运作原则为“四个一”，即一广播

节目、一视频账号、一社群维护、一品牌活动，

让工作室和节目全面融媒体化，生产出破圈传播

的优质内容，以更好地服务受众，提升品牌节目

影响力。

1.丰富形态，加强互动，为广播实现引流反

哺

《民情热线》是一档开播了18年的品牌政务

类节目，借助新媒体平台，老牌节目焕发活力。

节目在2020年开设了抖音账号，围绕节目预告、

上线情况、后续追踪等方面进行短视频的拍摄和

传播。用户可以在短视频底部留言，表达诉求，

反映问题。节目短视频的推出吸引了手机端的新

用户群体。

2022年中考志愿填报相比往年有较大变化。

杭州市教育局5月初走进《民情热线》时对中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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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填报进行了权威指导。节目播出后，热点内

容剪辑成短视频在节目抖音号上发布第一天，播

放量就超过3万。不少家长在后台私信留言，希

望能得到进一步指导。于是，在志愿填报前三

天，频率的教育融媒体工作室联合杭州市教育局

推出了专题节目，受到广大家长的好评。

2.深耕内容，生产精品，促进媒体融合双向

赋能。

将制作成熟、有影响力的各档广播精品栏目

在各短视频平台上升级改造，凸显“内容为王”，

高质量的视频内容不仅快速获得受众的关注，也

为短视频注入了主流价值和导向灵魂。频率的全

媒体对农节目 《幸福了我的村》，以音频节目+

短视频的方式聚焦农业农村，助力共同富裕。节

目推出“小杭囡”系列短视频，成为对农融媒优

质品牌。节目搭建微信社群“小杭囡的菜园子”，

尝试社群带货，助力农民增收。频率与杭州市工

商联联合出品《听·见 杭商》全媒体产品，专

访杭城企业名家。该产品以“5分钟音频节目+1

分钟短视频+朋友圈海报+集锦页面”形式在全

网推广，音视频产品在官微、官抖、喜马拉雅推

送，收获300多万观看量。

（四）打造“网红”IP
短视频改变了传统媒体的报道范式。这也要

求传统广播主持人的风格要向生活化、个性化转

变。主持人也要走出地域限定，打造在短视频平

台的个人IP，成为小屏端的“主流网红”，从而

挖掘其商业价值，助力媒体市场运营。

顺应这一发展趋势，频率在2020年与全国

知名MCN机构在短视频平台深化合作，孵化主

持人视频账号，打造正能量跨界网红，积累了商

业化运作的经验。2022 年频率围绕宋韵主题并

结合主持人特点，打造“国风美思思”IP，定位

国风古装美女人设，垂直文旅领域。“国风美思

思”账号已拍摄制作大约近100条短视频，全网

粉丝量130万+，观看量5000万+，点赞量200

万+。

（五）重视海外传播

2022 年初，杭州提出要加快打造世界一流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作为主流媒体，

国际传播也成为频率的一项重要工作。在全球化

发展趋势下，要快速布局短视频阵地，构建对外

传播话语体系，更有效地发出中国声音、讲好杭

州故事。

2022 年，英语广播节目 《Hangzhou Fo-

cus》 开始建设海外短视频传播平台，分别在

Twitter、Facebook和Youtube开设官方海外账

号：@Hangzhou Focus，延伸海外渠道获得全

球级流量，进一步扩大城市国际传播影响力。策

划推出 《Mark 杭州》《Mark 亚运》 等 8 个国际

传播系列短视频，其中，《Mark亚运·外国小伙

带你走进画中富春》短视频获得2022年“第三

只眼看中国”国际短视频大赛一等奖。

三、探索实践过程中的不足与启示

（一）内容原创品质还需提升

不仅要在形式上满足短视频的要求，更要在

创作中植入互联网基因和用户思维，在内容上加

强本地内容的原创性，避免内容同质化。

（二）适应新环境、新需求的人才匮乏

传统媒体拥有专业化程度较高的采编队伍，

但对具有互联网思维，适应智慧传媒生态的发展

趋势，具备全媒体生产、传播、运营、管理等相

关能力，胜任全媒体流程与平台发展要求的全媒

型人才依然十分稀缺。面对人手短缺、投入不足

等问题，频率推出 《“后浪人才”培养计划》，

用心培养和发掘90后融媒人才，但速度和投入

还跟不上日新月异的新媒体发展步伐。

（三）配套机制还需完善

网红主持人个人 IP 前期孵化既需要运营团

队人力成本，也需要新媒体资金技术设备成本，

而当网红主持人流量变现后，个人利益分配也是

非常重要的问题。在现有体制之下，如何制定收

益分配方案，既符合双方利益又具有建设性、成

长性、能刺激 IP 内生创造力，还需要深入探索

思考。

（四）变现渠道缺乏

虽然优质的内容可以吸引巨大流量，但目前

尚未建立起健全的流量变现商业模式。目前，频

率依托自身短视频运营的经验，挖掘了一定的增

长点，但还需寻找差异化的竞争优势渠道，实现

创收上的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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