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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运报道专辑（二）

5分多钟的时长，以灵动姿态巧妙呈现了“东方

好莱坞”横店影视城、“世界超市”义乌、婺剧、婺

州窑、藤球等金华元素，节目播出后刷爆朋友圈。

一时间，“金华除了火腿到底还有什么”成为大家

讨论最多的话题。长期以来，外地人对于金华印

象最深的莫过于火腿，只要聊到金华便是火腿，

看到火腿便是金华，但对于现在的金华来说，拿

得出手的东西远不止火腿。因此，“活力金华原

来不止是火腿”就成了这条新闻的点睛一笔。整

个视频每个片段从场景、专场、声画、行文，逻辑

明快，可看性较强，把金华的经济、人文、发展活

力以非常讨巧的方式展现得淋漓尽致，很快成为

百万级爆款。

（三） 延伸亚运热度，拓展“后亚运”连锁

报道

杭州亚运会结束后，亚运赛事热度慢慢减

退，但有关后亚运时代的外宣报道依然是新闻

富矿。亚运结束后，各地承办过亚运赛事的场

馆又回归到百姓日常的生活健身圈中。10月 6
日金华发布消息，办赛场馆所有室外运动项目

每天免费开放 14小时，周开放时间超 90小时，

法定节假日所有场馆全部免费开放。从亚运惠

民的角度，切入场景做，又是一条有热度有温情

的外宣报道。亚运带动全民健身热，一些新兴

体育产业异军突起，像攀岩、滑板车等群众性运

动在各地方兴未艾，婺城区水上运动中心的小

轮车训练馆经常训练爆满。新兴竞技体育玩得

人多了，体育竞技装备生产企业产品销售自然

火爆。像永康生产的滑板车、武义生产的电动

冲浪板企业都是订单满满。义乌国际商贸城被

称为世界市场的晴雨表，亚运会再次带动了足

球等体育用品的销量，也为媒体采访提供了源

源不断的新闻素材。

（作者单位：金华市新闻传媒中心）

摘要：杭州第 19届亚运会是党的二十大胜

利召开之后我国举办的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

国际综合性体育赛事，是在“家门口”举办的

一次举世瞩目的盛会。亚运宣传报道对于基层

融媒体中心而言，既是一场与媒体同行“同台

竞技”的比拼，也是一次融合传播的“实战”。

本文以杭州市余杭区融媒体中心亚运宣传报道

为例，浅谈县级融媒体中心如何在国际综合性

体育赛事中精彩发声，跑出融媒加速度。

关键词：亚运宣传报道 基层融媒体中

心 融合传播

杭州亚运会以杭州为主办城市，宁波、温州、

湖州、绍兴、金华为 5个协办城市，共 56个竞赛场

馆。余杭辖区内仅有杭州师范大学（仓前校区）

场馆群一处高校亚运场馆，承办杭州亚运会七人

制橄榄球和女子排球两项赛事。场馆和赛事数

量不占优势，高校场馆也有其特殊性，如何赢得

这场亚运宣传大考，给余杭区融媒体中心出了一

道难度不小的考题。作为新闻团队负责人，通过

此次实战，笔者对如何在重大赛事活动中做好融

合报道有了更深的认识。

一、以受众思维破题，让爆款出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读者在哪里，受众在哪

里，宣传报道的触角就要伸向哪里，宣传思想工

作的着力点和落脚点就要放在哪里。”①杭州亚运

会期间，余杭区融媒体中心努力从受众思维出

发，讲好动人的亚运故事，打造爆款产品。推送

浅谈如何在国际体育赛事中浅谈如何在国际体育赛事中
唱响唱响““县融声音县融声音””

——以杭州市余杭区融媒体中心亚运宣传报道为例

朱黎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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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运报道专辑（二）

的 400余条原创报道中，“百万+”爆款 30条，“千

万+”爆款 4条，总阅读量 4.3亿。

（一）立足定位看比赛

余杭区融媒体中心在亚运报道中围绕赛前、赛

时、赛后三个时间节点进行融媒策划，以“亚运时

间 余杭精彩”为主题主线，在各端口推出《亚运最

前线》《融媒记者看亚运》《余杭推介官》《我的亚运

故事》《冲“亚”运动达人》等形式多样的专题专栏，

让信息传递更加全面立体，满足群众所需所盼。

强化记者团队品牌形象，构建起与受众之间

的桥梁。《亚运最前线》以 10位亚运注册记者为

主角，跟随他们的镜头，带领受众走进主媒体中

心、亚运村、“大莲花”以及各大亚运场馆，了解

赛事侧“最前线”的动态和故事。《赴一场大莲花

之约》《我在亚运村过中秋》《中国女排——决

战！》等 10余篇动态鲜活的一线报道，不仅发布

速度快，还带给受众身临其境之感，诠释了基层

融媒体中心记者对“四力”的践行。

观众来看亚运比赛，场馆周边有什么好逛

的、好吃的？《余杭推介官》定位服务性，从受众

的实际需求出发设置内容，先后向大家推介余杭

最具代表性的经典游线以及环亚运场馆周边游

线等，展示余杭魅力的同时，也赢得受众欢迎。

无论何时，人的故事总是最动人的，“小而

美”往往引人共情。系列融媒报道《我的亚运故

事》聚焦这座城市里为亚运助力的各种小人物，

他们中既有亚运志愿者、工程建设者、幕后保障

人员，也有节目演员、手工艺者、讲解员、漫画家

等，展示各界群众参与亚运的热情。《我的亚运故

事》中，交通“夫妻档”、“轮椅舞者”阮成、良渚双

语讲解员麦安琪等一批个性鲜明的人物故事被

央视、央广录用播出。

（二）创新表达看比赛

在做好传统广电、报刊产品的同时，余杭区

融媒体中心加大了新媒体端尤其是短视频的推

送量。据统计，亚运期间各端口推送的报道中，

短视频数量达到 140条。短视频“碎片化”的表

达，让受众第一时间分享到了现场的精彩瞬间，

而完整的新闻报道则更多在传统端口呈现。

除了传播形式的改变，年轻化的表达方式也

是余杭区融媒体中心此次亚运报道的突破口。

《One Day余杭》是在亚运会倒计时 3天时推出的

短视频作品。创作团队将“一天”作为时间线，串

联起余杭的“古与今”“城与人”，片中巧妙融入

了余杭迎亚运城市品质、城市治理、城市文明三

大提升行动的成果，用不一样的视角向观众和网

友展示这座既古老又年轻的亚运之城，全网阅读

量百万。受众对橄榄球比赛的了解不如排球、乒

乓球等传统项目。七人制橄榄球在杭师大开赛，

亚运记者团队“自导自演”，推出了《打橄榄球 or
踢橄榄球》的短视频，用轻松幽默的方式向受众

科普“冷门小知识”。《一起来Make Friends》在交

流中外文化的同时，“秀”了一把县融记者的英语

水平，增加了作品的趣味性与互动性。《55岁亚

运记者相机里的秘密》《轮椅舞者阮成 头上的小

星星“亮”了》《211米亚运列车如何“洗澡”？》等

报道从改变传统标题入手，让受众耳目一新。

（三）走出本地看比赛

立足本地，放眼浙江。在这场国际综合性体

育赛事中，余杭区融媒体中心没有将报道范围局

限在本辖区内，而是紧贴受众需求，选择性地将

触角延伸至更远。

尽管中国女排决赛在余杭辖区的杭州师范大

学（仓前校区）举行，而中国队首次亮相却在德清

体育中心体育馆。作为热门赛事，球迷对于中国

女排充满期待，记者就跟着女排队员的脚步来到

德清，替广大球迷提前追到了他们心中的明星。

亚运会龙舟女子组比赛中，余杭运动员范逸

婷连夺三金，为了记录好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

记者搭乘高铁奔赴 300公里外的温州龙舟运动

中心，第一时间发回图文和视频消息，满足各种

发布端口需求。

48岁的体操名将丘索维金娜亮相杭州亚运

会，成为焦点人物。记者用相机记录下“丘妈”手

机壳中的秘密——儿子的照片。网友纷纷点赞：

“温暖，为母则刚！”此外，“吴艳妮 100米栏决赛

成绩因抢跑被取消”“所有人都在为即将冲击亚

运会首金的运动员加油助威，只有妈妈看着女儿

在运动场上的身影不住地流泪”“中国女篮进驻

亚运村”等短视频产品在看余杭抖音号的播放量

分别达到了 8500万、4000万和 1500万。走出余

杭看比赛收获了更多的“粉丝”。

二、以联动思维破题，让传播出彩

在杭州亚运会宣传报道中，余杭区融媒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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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运报道专辑（二）

心充分发挥融媒体协调中心、新闻中心、编发中

心、创研中心、技术中心“五位一体”的联动作用，

根据“报、台、网、微、端”不同传播平台属性，创新

数字时代传播手段方式，采编生产消息、特写、通

讯、评论、系列报道、新闻版面、新闻访谈、短视频

等形态丰富的融媒产品，努力打造受众喜闻乐见

的融媒精品，追求传播效果与流量最大化。

（一）融合联动看比赛

依托近两年来“大部制”的改革基础，新闻中

心与编发中心等四大中心高效协同，加强前后端

联动，形成上下一盘棋。针对亚运会上的余杭元

素、赛事精彩瞬间、境外嘉宾和媒体记者走进余

杭等内容开展融合报道、矩阵传播。新闻中心内

部则打破原有战队格局，组成赛事侧、城市侧、对

外宣传、融合传播四支亚运宣传小分队。无论是

来自报刊还是电视的采编人员，大家都只有一个

名字——融媒记者，需要承担拍摄、采访、出镜、

剪辑等多重职责。

坚定不移推行“移动优先”战略，记者在新闻

现场即时发回图文、视频素材，后端编辑随时接

收并迅速整合信息，真正实现“快发”目标。在这

一协作机制下，“霍启刚现身杭师大仓前校区，见

证中国香港男橄卫冕和中国女橄夺冠”的短视频

消息全网独家首发，在视频号、抖音号播放超

2000万次。

此外，新闻团队还积极与杭师大宣传部对

接，建立协作群，第一时间掌握精彩选题。“国风

拉拉队舞出江南美”“小青荷在媒体工作间插上

桂花枝”“这一刻属于我们”等产品均取得了较好

的传播效果。

（二）跳出比赛看比赛

“办好一个会，提升一座城”。亚运会为展示

城市形象提供了舞台和机遇。余杭区融媒体中

心把镜头对准更广阔的视野，跳出体育看体育，

找到体育与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的关联，不断

做好“余杭+亚运”文章，让传播更有价值。

在《融媒记者看亚运》系列报道中，记者用联

系的观点看问题，从场内走向场外，去到乡村、学

校、古城、小镇等地，通过“第一视角”的观察、更

接地气的语言，和大家一起探讨“小众赛事不小

众”“一个会带‘火’一座城”“智能点亮未来”等

话题，感受体育带动下的城乡活力。报道覆盖到

了除赛场以外的更多乡镇街道，得到了镇街微融

媒体中心协助，同时也收获了更大范围的“流

量”。

与此同时，乘着“智能亚运”东风，重点挖掘

余杭科技赋能亚运典型，记者走进场馆和企业，

聚焦区内多家企业的创新成果，展示浙江三个

“一号工程”引领下，余杭企业抢抓新机遇的奋进

形象。通过深度挖掘，数字经济、非遗文化、美丽

乡村这些赛事之外的余杭“金名片”被成功关联，

在央视《新闻联播》等栏目播出。

（三）借梯登高看比赛

亚运宣传中，余杭区融媒体中心用好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浙江总站共富观察点独特资源，与央

媒开展深度协作，不断放大余杭故事的传播声

量。央视《朝闻天下》等栏目播出《城市换上“亚

运妆”亚运氛围扑面来》，聚焦余杭绣好城市风

景线成果。《亚运之城看发展：数智之城 活力杭

州》大篇幅聚焦余杭数字经济发展，向世界展现

亚运之城的创新活力。《东方时空》聚焦良渚新港

村，看体育如何赋能助力乡村振兴。《焦点访谈》

关注余杭传梭博物馆的亚运“加油鸭”，用文化力

量传递无废理念。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向全球发

布多语种人文纪录片《最忆是杭州》，良渚文化元

素和梦想小镇创业故事展现其中。影像 24小时

短视频团队协助新华社拍摄《在良渚，感受中华

五千年文明的脉搏》，浏览量达 159万。亚运期

间，相关报道在央视播出 55条次，在央广播出 20
条次，新华社等央媒新媒体平台刊发 40条，在浙

江卫视、浙江之声等省级媒体刊发 78条。

三、结语

国际综合性体育赛事是一个展示媒体实力

的窗口。县级融媒体中心应抓准角色定位，发挥

融合优势，创新报道形式，生产“出新”“出圈”

“出彩”的优质内容。同时，以赛会为契机，在实

践中检验媒体改革成效，加速媒体人才转型，跑

出媒体融合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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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杭州市余杭区融媒体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