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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新媒体舆论环境下，传统主流电视

媒体在与新媒体的融合发展中如何发扬自己的优

势；在向新型主流媒体的转变过程中，如何与新

媒体发挥此长彼长的作用，扛起舆论主阵地的大

旗。本文通过对突发公共事件中电视新闻收视率

回升的分析研究，从加强电视直播、讲好新时代

人物故事、向新型主流媒体转变中不能迷失自我

等几个方面阐述传统主流电视媒体的转型之路。

关键词：突发公共事件 传统主流电视媒

体 新型主流媒体 转型

突发公共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

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

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

安全事件。突发公共事件具有突然性，往往不可

预知，或预警时间很短，会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

重社会危害。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后，媒体往往会

被社会寄于厚望，公共事件看媒体成为人们一种

下意识的反应。在互联网和自媒体发达的今天，

突发公共事件发生时，在海量信息真假难辨的情

况下，极易产生谣言和负面舆论。传统主流媒体

是党和政府的喉舌，拥有素质过硬的新闻从业队

伍，可以通过对大量繁杂的信息进行采集、加

工、传播，把政府的行动情况及时传递给公众，

同时也把公众的声音传递给政府，从而形成互

动，取得全社会的支持与配合，让公众和政府共

同应对突发公共事件。

从 2008 年汶川地震、2011 年温州动车事

故、2020 年新冠疫情等许多突发公共事件中，

我们不难看出传统主流媒体，尤其是传统主流电

视媒体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中发挥的不可替代的

作用。在这些突发公共事件中，央视、省级卫视

和地市级的电视台都会以直播，甚至24小时直

播的方式，以最快的速度、最直接的方式把突发

公共事件发生的情况迅速公之于众，同时也把各

级政府所采取的应对措施、救援方式、安置办法

等权威信息通过电视新闻的形式及时传递给受灾

地群众。真实、准确、客观、公正地报道事件的

发生、发展进程，让传统主流电视媒体在突发公

共事件报道中的收视率激增。这反映出群众在突

发公共事件中对传统主流电视媒体的信赖和认

可。正是这种大时段直播，多头并进、灵活机

动、直击现场的播出方式，以及权威、直观、快

速、高效的信息传播，让受众第一时间掌握突发

事件的进展情况，第一时间了解党和政府的救灾

措施，第一时间做出应急反应。由此，我们可以

反思传统主流电视媒体在新媒体环境下新闻报道

的转型之路。

一、凸显电视优势 强化新闻直播

传统主流媒体电视新闻在突发公共事件中收

视率逆势上扬的首要因素，非大时段甚至是 24

小时直播莫属。快是武林高手的制胜法宝。同

样，时效是新闻报道的制胜法宝。从报纸到广播

电视到互联网新媒体，都是一个快字让它们站到

了新闻竞争的潮头。报纸可以把昨天的消息呈现

给读者；广播电视能让人们收听收看到当天的新

闻；互联网新媒体则能让你随时随地知道发生了

什么。在快字面前，孰优孰劣不言而喻。

快曾经是电视新闻的优势，但是进入新媒体

时代，定时播报的方式，却限制了人们获取信息

的时效需求。解决之道唯有不断加大新闻直播

量，直至24小时直播。因为只有24小时直播的

开放窗口，才能保证最新消息的及时播出。这从

各级电视媒体对突发公共事件的报道中可以得到

佐证。但电视新闻有一整套播出机制，并不能做

到新闻事实即时发生即时播出。要做到这一点，

唯有直播新闻，即通过卫星转播、微波直播车、

电话、光缆和5G等连线直播方式，实现新闻的

从突发公共事件报道看从突发公共事件报道看
传统主流媒体电视新闻的转型之路传统主流媒体电视新闻的转型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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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播报，也可以通过口播、图片、移动字幕等

方式进行播报。目前，真正做到24小时直播的

只有央视的新闻频道，省级的卫视大多采取的是

整点新闻直播的方式，地市级电视台基本上还是

定时直播的新闻播报方式。2022 北京冬奥会期

间，一场接一场的赛事直播，使北京冬奥会成为

迄今为止收视率最高的一届冬奥会。国际奥委会

的社交媒体账号在北京冬奥会期间的浏览量达到

27 亿人次之多。中国观众在电视端观看北京冬

奥会的总时长，比2018年平昌和2014年索契两

届冬奥会的收视总和还要高出百分之十几。在美

国，有超过1亿观众观看了北京冬奥会。《华盛

顿邮报》称，北京冬奥会可能成为美国历史上观

看次数最多的视频节目之一。

从快的角度看，只有常态化 24 小时直播才

能真正意义上做到即时的消息即时报。整点播报

能及时播出一两个小时前发生的新闻。定时播报

还是以当天的新闻为主，并可以在直播时间段内

播出刚刚发生的新闻。新闻直播当中又以现场连

线的方式最能体现“快”。连线报道才是真正意

义上的即时传播，即记者和受众是在同一时间看

到新闻现场，同时感受新闻事件，就如同身临其

境。这种直击式的、无剪辑的播报方式，以最快

的方式呈现新闻现场，也最能抓住受众的眼球。

在网络新媒体时代，传统主流电视媒体应尽可能

加大新闻直播的时间，并尽快向直播常态化转

变，在时效上补短板，让电视新闻越来越快。

现场直播是电视新闻的优势，即使是在网络

新媒体环境下，依然毫不逊色。央视新闻频道，

每天24小时中都有不少现场连线直播。这些即

时、鲜活、探索发现的现场新闻，让受众跟着记

者一起融入新闻事件中，大大增强了传统主流电

视媒体在媒体竞争中的硬核力量，进一步提升了

电视新闻的影响力。

二、真实的人讲述真实的故事

受众在收看突发公共事件的报道中，除了关

心事件的发生、发展、救援、结果等信息外，更

关心的还是事件中的人，以及围绕着受灾人群和

救援人员所发生的一个个真实而又感人的故事。

关注灾难中的人可以说是突发公共事件报道的重

中之重。

2008 年，在汶川地震中，四川德阳市东汽

中学教导主任谭千秋张开双臂趴在一张课桌上，

死死地护着桌下的4个孩子。孩子们得以生还，

他们的谭老师却永远地离去了。当大灾到来时，

谭千秋不是急于寻求自身的安命，而是坚强不屈

地担负起保护学生的职责。这种集大爱和责任于

一身的师德灵魂，让人们牢记那永恒的瞬间。汶

川地震后，央视记者李小萌远赴灾区采访，目睹

了变成废墟的家园，和满目疮痍的灾民。看着执

意要回家探访的大爷蹒跚离去的背影，李小萌终

于克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掩面痛哭起来。而她这

一潸然泪下的真实反应，瞬间牵动了无数观众的

心。她表现的不光是一个优秀主持人的职业素

养，还有作为一个普通人在天灾面前的共情。

2020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群英谱中，人们一

定不会忘记这样一个背影，他不太顺畅的步伐，

却充满了人性的光辉，他就是真正的人民英雄、

人们的好医生、武汉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患

有渐冻症的他，必须跑得更快，才能跑赢时间，

才能从病毒手里抢回更多病人。

为什么突发公共事件中的人物报道总是那么

吸引人，甚至能让人泪流满面？这跟电视的叙事

手法有关。平时的电视报道往往是以宣传为主，

为了树立高大完美的人物形象，经常会善意拔

高，并常常以评论代替真实细节，以主观的臆断

代替人物的思想情感。这些做法不仅降低了新闻

报道的可信度，也违背了新闻的真实性原则。现

实生活中，不管是先进人物也好，平民百姓也

罢，往往是既有优点，也有缺点。人不是符号，

不是抽象的个体，也不是千人一面、毫无特点，

而是承载着普遍情感、但又具有独特的故事和个

性。要使所报道的人物去符号化、拒千人一面，

就要找出他们的特点和个性。好的人物报道打动

人的往往是其作为普通人的那一面。因此，在表

现人物时，应力求个性鲜明，并突出表现好的一

面。①突发公共事件中的人物，大多是突然出现，

让记者没有过多的时间去设想、去构思，人物的

形象往往是在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中以真实的

方式记录着，并一步步丰满起来。这就避免了

“假大空”“高大全”式的人物形象。真实既是新

闻的基本要求，也是人物故事的灵魂。真实的事

件、真实的人物、真实的话语、真实的情感，只

有这些“真实”碰撞在一起，才能产生真实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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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又有“温度”的故事。只有全面、立体、实事

求是地叙事，才能使人物看起来更亲切、更感

人。

人们大多不喜欢说教，而喜欢听故事。新闻

报道的最高水平是讲故事。要吸引电视观众，就

要在日常的新闻报道中多讲故事，多讲人们身边

普通人的故事。讲故事可以通过“主题事件化、

事件故事化、故事人物化、人物细节化”的方

式，将“家国天下”的宏大叙事落实、落细到老

百姓质朴真实的生活中，从老百姓的“微观”视

角反映所要表达的主题，以娓娓道来的故事，把

宏大主题演绎成老百姓身边的“家长里短”。让

普通人成为新闻的主角，用老百姓的立场和视角

表情达意，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语言、喜闻乐见的

方式讲述故事，这样才能给观众带来真实感和代

入感。这样的故事也往往能带来网络媒体的二次

传播、三次传播，从而增强传统主流电视媒体的

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②

三、融合创新 扩大电视新闻覆盖面

随着网络媒体的加速繁荣，媒体发展呈现出

多样化、碎片化、智能化和社会化的新特性。手

机已成为信息接收最及时的终端。传统主流电视

媒体受众分流、收视率下降日益明显。数据显

示，截至2022年2月17日，2022北京冬奥会相

关报道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平台的跨媒体总触达

人次达 484.74 亿次。这个数据远远超过电视观

众的收看人数。这被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评价为

“史无前例的规模和成功”。当前，舆论生态、媒

体格局、传播方式仍在继续发生深刻演变，传统

主流媒体所面临的环境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现在

移动端已经成为信息传播的主流。人在那里，传

统主流媒体也要转向那里。从传统主流媒体向新

型主流媒体转变的过程中，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为主的国家级新型主流媒体已渐成型。省级卫

视、地市级电视台也基本建立了各自的新媒体平

台，微博、微信、短视频、APP、VR/AR、常

态化网络直播等共同构成了多样化的媒体生态。

但目前转型成功的传统主流媒体并不占多数，转

型之路依然艰难。这其中有的是把媒体融合简单

业务化、任务化，按传统思路做新媒体，提供服

务脱离群众，阅读量、关注度、日活率低，引导

能力和服务能力大打折扣；有的是过度依赖“借

船出海”，主动权、主导权、话语权日渐式微、

日渐旁落；有的则迫于生存压力，荒废主责主

业，过度消耗公信力做经营，透支式增长不可持

续。这种邯郸学步、自废“武功”的做法，不仅

难以融合转型，最终还会被时代抛弃。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我们推动媒体融

合发展，是要做大做强主流舆论。”“传统媒体和

新兴媒体不是取代关系，而是迭代关系；不是谁

主谁次，而是此长彼长；不是谁强谁弱，而是优

势互补。”③因此，在向新型主流媒体转型过程

中，传统主流电视媒体要坚持一体化的发展方

向，加快从相加迈向相融，通过流程优化、平台

再造，实现各种媒介资源、生产要素的有效整

合，实现信息内容、技术应用、平台终端、管理

手段共融互通，催化融合质变，从而使传统主流

电视媒体蝶变为具有强大影响力、竞争力的新型

主流媒体，扩大电视新闻的覆盖面。

一些媒体机构研究表明，两年多来新冠疫情

总体上影响了人们对媒体的信任，但对传统主流

新闻媒体的整体信任度却在上升。在突发公共事

件面前，传统主流新闻媒体以其发出的权威声音

受到的关注度更高。从突发公共事件中电视新闻

收视率回升的事实可以看出，人们依然相信电视

新闻是最真实、最全面、消息源最可靠的信息。

总之，在向新型主流媒体转变的过程中，传

统主流电视媒体不能迷失方向，要守正创新，补

短板，强长板，和新媒体优势互补，在融合中充

分发挥此长彼长，讲好新时代中国人的奋斗故事，

让党的声音传得更开、传得更广、传得更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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