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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编经纬

在流量机制和带货诉求引导下，短视频泛主持

人一旦找到“密码”，极易快速到达巅峰，坐拥千

万甚至上亿粉丝，拥有传播意义上的超级权力。流

量同时会带来巨大的商业收益，也催生海量的专业

MCN机构。而带来这一切的“密码”，一方面来自

平台的算法支撑，另一方面来自背后机构的流量采

购，并非全部由内容主导驱动。一旦外部环境发生

变化，“网红”也极易冷却。

三、广电主持人与短视频泛主持人的比较
（一）名人和素人的区别

在受众心中，短视频中的泛主持人多为素人、

草根，而专业广电主持人往往具有名人、精英气

质。广电“名主持效应”能为节目公信力加持，更

好地带动收视，但从收视关系上看，还是以单向输

出为主。而短视频泛主持人往往会从平等视角娓

娓道来，从而提升与用户的互动。

（二）主串和主创的区别

常规的广电主持人未必是专业领域专家，而

短视频泛主持人个人积累和视角就是内容本身，

且一人兼任“采编播制”多个岗位，对创作的主

导性更强，垂直性表现更明显，个人风格更突

出。广电主持人更多是一档栏目的串联者，后者

则是短视频不可或缺的主创者。

（三）集体和个体的区别

专业的广电主持人具备良好的职业素养和深

厚的语言艺术知识，但以个人命名的节目往往占

据少数，常规节目大多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主持

人只是节目中的一环。而短视频形式更加简洁，

主题更加集中，泛主持人不用在节目中寻找与自

己“人设”不相符的定位，只需做好自己。因

此，短视频泛主持人是个人的创作行为，而广播

电视节目中的主持人更多是集体的创作行动。③

四、结语
目前大量短视频泛主持人仍然存在许多不

足，例如，受时间和体量限制，无法清楚地说明

事件来龙去脉，深度和个性不足等。随着 5G 技

术的不断成熟，相信优秀的长中短视频泛主持人

将更多地涌现出来。而广电主持人在媒体深度融

合的当下，也可以考虑自身在内容专业化、领域

垂直化、运营精细化方面的突围空间，以兴趣为

中心在节目的研发阶段找到切入口，与观众和用

户建立情感认同，以优质的内容为核心，稳固长

期互信关系，为大屏和所处的平台赋能，为自身

的职业生涯持续赋能。

参考文献：
①新榜研究院《B站UP主创作趋势》，“山顶

大会”公众号，2021 年2月4日推送。

②③张通勇、昌蕾、梁劲芸、甘清 《我国短

视频传播语境下的泛主持人现象研究》，《戏剧之

家》，2020年第20期，第200-202页。

（作者单位：浙江电视台钱江都市频道）

2022北京冬奥会在全球疫情大背景下如期举

行，闭环管理是本届冬奥会采取的重要措施，国

际奥委会主席巴赫称赞北京冬奥会闭环内是“全

世界最安全的地方之一”。在媒体服务方面，北

京冬奥会按照国际性体育赛事惯例，设置两个新

闻中心。主媒体中心设置在“鸟巢”，和运动员

一样实行闭环管理，记者主要针对赛事以及跟赛

事相关的内容进行报道；另一个是北京新闻中

心，设立在北京国际饭店，为非注册记者提供媒

体服务，记者主要对冬奥会期间北京的城市氛

围、人物故事等进行报道。冬奥会圆满顺利结束

时，无论是环内注册记者，还是环外非注册记者

都对媒体服务赞不绝口。近两年，疫情下举办体

育赛事或将成为常态，北京冬奥会的成功举办经

验给疫情下举办体育赛事带来了什么借鉴意义？

笔者试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论述。

一、完善疫情防控机制，确保大赛安全顺利进行
（一）赛场管理机制

全球疫情的大背景下，防疫是确保体育赛事

顺利进行的首要条件。按照惯例，大型体育赛事

都会设置两个新闻中心，注册记者新闻中心和非

注册新闻中心。此次北京冬奥会，全球各地的记

疫情大背景下体育赛事的媒体服务初探疫情大背景下体育赛事的媒体服务初探
何中伟 王蕴洁 宋汶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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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涌向北京，无疑给组委会增加了防疫压力。

从比赛现场的情况来看，媒体看台、观众看

台、运动员和技术官员看台分别属于三个闭环，

进场通道和离场通道分别独立。在采访区域，拥

有直播权、转播权和新媒体权的持权媒体记者和

运动员的距离在两米以上，混采区则是由志愿者

统一搜集收声设备，在采访完成后再送回。记者

在比赛完成之后先进行这样的第一次采访，如果

还有问题，可以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争取采访机

会，跟运动员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值得一提的

是，在新闻发布会现场记者和运动员的距离依然

是两米以上，并且运动员所在的座位有透明隔离

版，增加了防疫安全系数。虽然是在同一个赛

场，但是媒体记者的路线和运动员的路线是完全

分开的，也就是说记者没有任何“偶遇”运动员

的机会，再一次确保闭环。

疫情防控特别重要的是，不管是在主媒体中

心还是进入每个比赛场馆的新闻工作间，注册记

者都需持有24小时内核酸阴性报告。

（二）北京冬奥会“媒体村”管理机制张弛有度

北京冬奥会的记者全部入住指定闭环酒店，

这些指定酒店只为媒体服务，媒体分散住宿，统

一管理。注册记者的防疫要求更高，出入人员必

须出示24小时以内的核酸检测报告，相当于每天

一检。非注册记者和所有的涉奥人员则需出示48

小时以内的核酸检测报告进出。同时在记者工作

间和用餐区域，都有相应的防护隔断措施。

二、满足媒体通勤需求，确保记者采访高效有序
每逢大赛，便利的通勤是记者首先关注的。

因为很多记者都是身兼数职，一人跑多个项目，

如何合理安排时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班车时间是

否安排合理。特别是在疫情防控的大背景下，以

这次北京冬奥会的主媒体中心为例。

（一）高需赛事统一安排

主媒体中心在闭环内，记者的主要通勤都取

决于组委会的班车安排，有序灵活的班车无疑可

以让记者的采访事半功倍。对于关注度极高的比

如此次冬奥会谷爱凌的比赛，赛事组委会安排闭

环班车和高铁无缝对接。从闭环班车转运至闭环

高铁，北京冬奥会主媒体中心内的班车将一个个

小闭环串联成一个大闭环。

（二）网约车满足记者个性化和应急需要

北京冬奥会期间，所有的媒体班车都要到主

媒体中心中转，这就需要记者自己计算换乘时间。

比如，记者要去五棵松体育场拍花样滑雪，需要

先坐班车到主媒体中心，然后进行换乘。如果记

者因为时间紧张想直接从酒店到运动场，就可以

预约组委会提供的网约车，让身兼数职的记者可

以在运动场馆之间转场自由，实现通勤无死角。

三、多元主题采风活动安排，让媒体采访张
驰有度

（一） 北京新闻中心文化展示活动让中外记

者了解“双奥之城”

如果说主新闻中心的发布会是以比赛为中

心，做好信息的传递和发布，那么城市新闻中心

的新闻发布会则是记者们的“工作选题本”。

如何向中外记者展示一个城市的魅力？如何

让近半个月采访报道每天都有新意？以北京冬奥

会为例，在 《媒体手册》 上，既定的采风活动有

“什刹海冰雪嘉年华趣味运动体验行”“年味儿北

京 最美京城休闲人家”等 40 条采风路线，内容

涵盖名胜古迹、景点、电影、京剧等。

（二） 北京新闻中心“盲盒”活动助力亚运

吉祥物走进故宫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新闻中心在整个冬奥会

期间除了事先安排好的媒体活动，还会临时推出

惊喜“盲盒”，比如在虎年的第一场雪后，新闻

中心工作人员了解到记者们对雪后故宫迫切的报

道需求，就及时组织了雪后故宫探营。北京新闻

中心的“惊喜盲盒”活动，也给了记者以启发。

作为参加北京冬奥会的浙江记者，寻找“浙”元

素是我们报道的主要内容。

在出发之前，我们带来了杭州亚运会的吉祥

物“江南忆”——琮琮、莲莲和宸宸。得知北京

新闻中心组织这次雪后故宫的采风活动后，我们

以第一视角带着三只亚运吉祥物“进宫”。在雪

后的故宫，“江南忆”和冬奥会的吉祥物“冰墩

墩”以及冬残奥会的吉祥物“雪融融”相遇，记

者们争相拍照打卡。于是当天有了当“冰墩墩”

遇上江南记，冬奥媒体期待杭州亚运的新闻。

正是有了北京新闻中心的服务和助力，在北

京冬奥会期间，从2022年2月13日至2月20日，

笔者和搭档宋汶泽一共采写电视新闻报道 20 条、

短视频61条、两场网络直播。作为电视和新媒体

记者，跳出“冬奥”拍“冬奥”，我们把镜头对准

运动员以外的人：火炬台的运维人员、志愿者、

收藏爱好者、手工艺人、北京市民等等。通过视

频语言展现他们的工作场景，通过细节彰显新闻

的温度，让“双奥”之城的魅力变得立体而丰满。

（作者单位：浙江电视台教科影视频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