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ROADCAST
B
R
O
A
D
C
A
S
T

T
E
L
E
V
IS
IO

N

视听纵横2023·1

▲…
…

…

………

融合传播之我见

摘要：在新的传播格局下，无论是主流媒

体、传统媒体，还是新兴媒体，都应自觉地担

当起引领主流价值的使命。2021年春节，面对

新冠肺炎疫情，广大外来务工人员积极响应政

府号召，留在当地过大年，但他们需要的不仅

仅是物质上的需求，还有精神上的获得感和幸

福感。“我在台州过大年”微视频大赛，就是一

次有益的探索。本文试从守正创新、以情动人

等方面进行总结和剖析，以期寻求微视频的外

延拓展与融合传播规律，并为今后的微视频创

作提供借鉴。

关键词：微视频 外延拓展 融合传播

2021 年的春节因为新冠肺炎疫情，让众多

盼望回家团聚的打工人按下了“暂停键”。“留在

‘浙’里过大年”，各地纷纷出台举措倡导大家就

地过年。而让就地过年的异乡人与老家的亲人们

同频共振，心理上实现“天涯共此时”的新年团

聚感觉，还需要媒体通过有效的活动传播来达

成。台州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台州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举办的“我在台州过大年”微视频大

赛，通过微视频讲述温暖、有爱、有趣的春节故

事，给在台州过年的异乡人带去精神上的慰藉和

鼓励，彰显媒体的温度和使命。活动一下子引起

了广大留台州过大年外来务工人员的踊跃参与，

共收到微视频参赛作品331个，上传视频点赞总

量达7万+，参赛作品在台州电视新闻综合频道、

无限台州 APP、台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微信公众号等集中展播期间，反响热烈，得到了

广大网友的广泛好评，纷纷点赞这是春节里一道

最美味最具烟火气的精神大餐。

一、守正创新，因势利导找准契合点，形成

网上网下同心圆

推进媒体融合传播，守正是前提，创新是动

力。在媒体融合传播中打造新型的传播平台，向

传统媒体与新媒体深度融合转变，占据舆论引

导、思想引领、文化传承、服务人民的传播制高

点。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遭遇的

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不少城市按下了“暂停

键”，一时处于静默期。面对严峻的疫情形势，

200多万名在台州务工的外来人员中的很多人响

应国家号召，放弃了与家人团聚的机会选择就地

过年，为疫情防控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如何满

足他们精神上的需求，既要防控住疫情，又要让

他们过好春节，与老家的亲人们同频共振，实现

情感上的满足。守正创新，因势利导找准契合

点，用互联网进行深度融合，使传统媒体和新媒

体形成优势互补，用喜闻乐见、引发共情共鸣的

故事承载主题，“我在台州过大年”微视频大赛

就是在积极响应政府号召的情况下举办的，既丰

富外来人员留台过年期间的业余生活，提供春节

期间所见所闻、精彩生活和感人的瞬间，又展现

各部门、企业等社会各界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关心

关爱，以及外来务工人员在台州过年的幸福感、

获得感。

在新的传播格局下，主流媒体、传统媒体和

新兴媒体都应自觉地担当起引领主流价值的使

命，担当起社会责任。“我在台州过大年”微视

频大赛要求参赛作品主题鲜明，导向正确，内容

积极健康，以外来务工人员在台州过年的各类温

暖事件为选题。活动主题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凝聚积极向上的

力量。如微视频《此处心安是吾乡，此地临海是

我家》《不一样的春节 一样的幸福味道》《家书

传乡情》《幸福是什么》《江南小城我的家》《心

在一起便是家》《留在台州打工人一家的新年》

等参赛作品充分展现了外来务工人员在台州过年

微视频微视频的外延拓展与融合传播的外延拓展与融合传播
詹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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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传播之我见

的精彩生活和满满的幸福感。每个漂泊者的身

上都背着一个故乡。微视频 《舍“小家”为

“大家”金台铁路 500 多名外来建设者留台过

年》 表现的是金台铁路的建设者为了“大家”

坚守岗位，建设铁路，正是他们“不回家过

年”的坚守，凝聚成了抗疫必胜的精神力量，

作品获得了“我在台州过大年”微视频大赛的

特等奖。在微视频 《爸妈，我在他乡也挺好》

中，一群在玉环过年的建设者用家乡方言诉说

着心愿：梦想的道路，可能还有点远，那个名

为家的地方会一直驻在思念的彼岸，留在他乡

也挺好。在参赛作品中，一幅幅动人的画面，

一句句深情的言语，一首首动情的歌曲，勾勒

出广大留在台州过年的外来务工人员共同抗击

疫情、战胜疫情的壮丽画卷。

作品通过台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微

信公众号上传展播，同时在台州电视台新闻综

合频道、《无限台州》APP等主流媒体进行集

中展播，使主流媒体、新媒体和互联网平台深

度融合，进一步增强了传播力、影响力、向心

力，形成网上网下同心圆，让正能量更强劲，

主旋律更高昂。

二、撷取凡人小事，为留台过大年外来人

员搭起展现风采的舞台

“我在台州过大年”微视频大赛撷取的都

是凡人小事。在首届收到的331个微视频参赛

作品中，有展示才艺的、有赞美台州的、有展

示家庭生活的、有春节在岗的、有收到大红包

的、有景区游玩，还有团聚那一刻、吃团圆

饭、除夕守岁的，无不表现了人世间最深入人

心、最难舍难分的烟火气。来自杭州的郎先生

是一名新台州人，“我在台州过大年”，他把自

己的镜头对准了在台州打拼创业的新台州人。

在微视频《微孝心愿》中，郎先生用一个个小

故事给我们讲述了温情脉脉的春节故事，传递

浓浓亲情，给他们带来精神上的慰藉和鼓励。

《暖心小事暖人心，我在黄岩过大年》，在新台

州人小贾的镜头下，橘乡黄岩小城的地道年

味，藏在了生活的点点滴滴里，早起公园的遛

弯、免费乘坐公交、10G流量赠送等，这些平

凡小事组成幸福的台州生活。

在新冠肺炎疫情面前，顾大局、舍小家、

为大家，无私奉献是人世间最绚丽的风采。

“我在台州过大年”微视频大赛，为留台过大

年的外来人员搭起了展现自我风采的舞台。

《舍“小家”为“大家”金台铁路 500 多名外

来建设者留台过年》，用3分39秒的微视频展

现了金台铁路工地上，铁路工人为了早日建成

铁路而默默忙碌着。获得第二届“我在台州过

大年”微视频大赛特等奖的微视频《我在温岭

过大年》表现的是一群消防队员。他们来自五

湖四海，充满朝气活力，肩负神圣使命，每逢

佳节，老百姓是过年，于他们而言是过关。这

个春节，虽然不能回家团聚，但他们坚守岗

位、值班备勤，让老百姓热热闹闹、平平安安

过新年。《我在台州过大年，年轻就要不一

young》展现的是一群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有

海事部门工作人员、制药工人、市域铁路建设

者、电业职工、快递小哥等，“每年也只有过

年才回家一次，但今年疫情特殊，海事又是境

外疫情防控的重点部门，我选择留在台州，坚

守岗位，守住水上安全，守住防疫口岸线。”

“坚守岗位，站好最后一班岗，疫情防控不放

松，健康工作为你我。”“只要心在一起，在哪

过年都一样”，同期声中质朴的话语令人动容，

也展现了当代青年舍小家、为大家、报效国家

最壮丽的青春风釆。

在一个个风格各异的微视频中，在一个个

展现人生的大舞台中，显现的是他们人生中迥

异的风采，心有所依，异乡亦是家乡，“此心

安处是吾乡”。

三、情景交融、以情动人解乡愁，不断增

强获得感与幸福感

微视频相对来说是篇幅较短的视频，表现

手法是运用画面、同期声、现场声、字幕、音

乐、旁白等诸元素进行表达。随着智能手机的

普及、单反相机走进寻常百姓家庭，以及剪映

等剪辑手段被大家逐步认识和掌握，剪辑一段

微视频不再是“宫廷御品”，而成为了“家常

便菜”。当“我在台州过大年”微视频大赛消

息一经发布，便吸引参赛者踊跃报名。从2021

年 1 月 28 日至 2 月 28 日，短短一个月时间，

“我在台州过大年”微视频大赛就收到参赛作

品 331 个，上传视频点赞总量超 7 万+。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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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广告论坛

年 1 月 21 日至 2 月 28 日第二届“我在台州过大

年”微视频大赛共收到参赛作品100多件，点击

量达1万+。

“因为每一帧都是真实的呀，都是我们每位

员工的真情实感。”视频创作者林晓燕道出了大

家共同的心声。“我在台州过大年”微视频大赛

之所以引起强烈反响，就在于它的真情实感与

情景交融。微视频《舍“小家”为“大家” 金

台铁路500多名外来建设者留台过年》，铁路建

设者们为了“金台铁路梦”圆满画上句号，

500 多名外来务工人员选择留在台州过年。为

了顺利通车，他们坚守每一个岗位。来自河北

保定的程强是金台铁路中铁电气化局项目部接

触网工，“过年了，需要团圆的时候没在家人身

边，肯定想家。看到铁路建成了，我们虽然过

年回不了家，但自个也挺欣慰的。”朴实的语

言，特别是在工地上端着饭碗诉说的画面让人

印象深刻。来自河北石家庄的金台铁路中铁电

气化局项目部电力变电专业管理员张丽鑫，为

了铁路事业几次推迟婚期。今年是她第一次在

外地过年，与姑姑视频连线时的思念与流泪，

让人们看到了她丰富的情感世界，但更为她顾

全大局的情怀所感动。“你看铁路建好了之后，

你方便了一方的交通便利，那对于我们来说，

内心是比较高兴的。所以我觉得没啥后悔的，

既然选择了就要干下去。”在坚守的背后，道不

尽的家长里短，视频连线画面以及同期声中让

人落泪的表白，更多的是他们的自豪感、获得

感和幸福感。

外延拓展，融合传播，使主流媒体、传统媒

体和新媒体深度融合，占据舆论引导、思想引

领、服务人民的传播制高点，共同画好网上网下

同心圆，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

大的舆论支持，这也是新的传播格局融合发展的

新课题。

（作者单位：台州市广播电视台）

每个人心中都藏着一个“神仙”公益广告，

“妈妈洗脚”“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垃圾分

类，从我做起”……这些，都成为一代又一代人

的集体回忆。

据国家广电总局2022年8月份的统计数据，

这 10 年间，全国公益广告播出次数以亿万计。

仅上半年，平均每个电视收视用户观看公益广告

的条次就同比增长了14.3%。

近几十年来，公益广告潜移默化地影响并改

变着公众的认知行为，见证了国家发展、社会进

步和人民幸福。

当商业广告无孔不入，遍及生活每个角落

时，一条走心的公益广告却能给人启迪与温暖，

唤醒正能量与道德良知。

公益广告的魔力究竟源自于何方？

关键在于，公益广告是否能够打动人心，凝

聚共识，转化为行动的力量，让生活变得更加

美好。

一

有没有一条公益广告曾经深深打动过你?

2013 年，除夕之夜，一条讲述春节回家故

事的公益广告《迟来的新衣》登陆央视春节联欢

晚会，开创了央视春晚公益广告的先河。

2014 年，春晚公益广告 《筷子篇》 以一双

筷子巧妙串联起春节习俗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质朴的画面和温暖的情感引发了亿万海内外观众

的深度共鸣。从此以后，每年守候春晚，守候春

晚中的公益广告，成为大多数中国人大年夜的保

公益广告公益广告何以打动人心何以打动人心??
郑 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