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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研究

全媒体时代，推进政务发布和媒体深度融合

早已成为一项战略任务、系统工程，一时间多档

政论访谈类节目应运而生。政务发布讲究摆事

实、说故事、树形象、抒情感、讲道理，要做到

既能让政论观点寓于鲜活的故事中，又能让老百

姓了解丰富的社会生活，把功夫做在平时、做在

细微处。因此，政论访谈类节目出现的必要性不

言而喻。但与此同时，政论访谈类节目又陷入可

看性不强的尴尬境地。传统的政论访谈类节目不

可避免地走“高大上”的路子，难以从可读向可

视，从静态到动态，从一维到多维的创新融合，

在和受众的情感沟通上显得过于“冷漠”，过分

注重立场态度而忽视了人文关怀，缺乏温度和情

怀。“酒香也怕巷子深”，政务发布听上去和老百

姓的生活离得很远，实际上点点滴滴都与生活相

关。政务发布要想深一层、多走一步，就要呈现

政府工作的不同侧面，打通“官方舆论场”和

“民间舆论场”的间隔，把握和放大“主场优

势”。

2018 年，浙江电视台经济生活频道推出一

档全媒体时政节目 《有请发言人》。时至今日，

栏目已经走到了第六季。全新一季以八八战略

20 年为主题，跟随省商务厅、省交通厅、省林

业局等厅局，走进广交会、梅山港、安吉余村等

地，实地探访沉浸体验20年来政策带给当地的

变化。

一、问题设置触达本质 直击人心

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李希光教授认为：

“懂得新闻发布的技巧非常重要，新闻发言人的

语言表达要生动鲜活、简洁明快，少讲官话、空

话和套话。善于运用技巧，让政府的声音通过媒

体传达给受众。”①《有请发言人》的每期节目在

录制前的沟通环节就是秉持这样的原则，在准确

传播政策内容的基础上，通过发言人表达的鲜明

让让““政政””能量有大流量能量有大流量
——政论访谈类节目《有请发言人》的全媒体传播创作谈

梁舟怡

多渠道的传播成为电视节目宣推的重要抓手。

《精神的力量》 通过线上线下融合推广。线上，

充分利用平面媒体、新闻网站、资讯 APP、视

频渠道、微信大号等新媒体资源，更深更广地传

播节目相关内容，在哔哩哔哩平台，节目的阅读

量近300万。由时代少年团讲述的“两弹一星”

精神这一章节内容引起了网络热议，很多年轻人

因为时代少年团的介入被吸引到节目中，从中感

受到国家自豪感和时代责任感，大大提高了节目

的影响力、认可度和传播力。线下，利用报纸、

电视等媒体资源综合报道，旨在增强宣传的权威

度，进一步提高影响力和关注度。

《精神的力量》一经播出，党史类的节目能

吸引众多年轻受众的现象，也得到了众多媒体的

关注，人民网、光明日报客户端、光明网、学习

强国、中国网、中国青年报、国际在线、环球

网、中华网、文汇报、北京头条、文化报、澎湃

新闻、南方网、南方日报客户端、一点资讯、今

日头条、搜狐新闻、腾讯新闻、凤凰新闻等主流

媒体平台纷纷报道。主编温静、传媒内参、国家

广电智库、深度文娱、纪录中国等多家头部微信

新媒体平台推文力荐，刊发当天阅读量突破2万

人次。

《精神的力量》探索党史教育宣传片的创新

表达方式，以历年来经典的、有影响力的电视剧

为主体素材，采用“电视剧汇编+嘉宾宣讲+采

访解读+外景拓展”的融合表达方式，深入浅出

地阐述中国共产党人百年来形成的伟大精神，为

党史学习教育可视化探索出一条独特路径，充分

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内涵实质、时

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作者单位：浙江卫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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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促进公众在价值判断和认知构建上的统

一。

以《有请发言人——这座“世界大港“究竟

是怎样炼成的》为例，宁波舟山港作为世界吞吐

量第一的大港，对很多观众来说还很陌生。观众

感受不好，再好的节目也是自娱自乐；社会共识

不强，再大的声音也是自说自话。节目录制前的

踩点阶段，我们就预埋了很多场景中的问题。比

如，装卸区有许多卡车在来来回回的运输装卸，

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这么多的卡车不会迷路吗？

它是如何做到精准运输的呢？再比如，远程操控

室内，码头工作人员坐在空调房内，像在“打游

戏”一样操作着集装箱的装吊，我们又想到了传

统码头工人的工作环境和现在数字化进程中现代

码头的工作人员之间的差别。

预设完一个个的问题后，节目的框架逐渐清

晰，而发言人的回答则是重中之重。如何将公众

最希望听到的表达出来，引起公众关注、引导公

众行为、引发公众共鸣。“答案只有一个，但表

述不止一个”。为了让发布内容做到有层次、有

节奏、有深度、有说服力，我们多次跟交通厅和

发言人沟通交流，力争做到问答的同频共振，

将”干货”转变成接地气的口语，更多的让故

事、细节、数字来说话，通过形象的比喻、直观

的表述，把抽象概念形象化，把深刻道理通俗

化，让受众愿听、想听、入脑、入心。

《有请发言人》每期节目都是由评论员和新

闻发言人对话访谈，穿插观众提问。栏目已经做

过沉浸式访谈，如何在走读的基础上讲政治、懂

政策、知情况、会说话、敢担当？一次次的头脑

风暴后“00后talk”应运而生。“00后”是当下

年轻人的一个代名词，或许很难把他们和“问

政”结合起来，《有请发言人》栏目充分发挥跨

界思维，将年轻人带进问政节目中，将“00后”

摇身一变，成为发言人在政策扶持、实际帮助、

工作意义等方面交流互动、回应关切的对象。

在新的社会坏境和传播格局下，编导要善于

主动设置议题，善于和老百姓打交道、交朋友，

广开言路、汇聚民智。以“00 后 talk”为例，

问答设置要在平等沟通、积极主动的前提下客观

真实、讲究分寸，在年轻人面前不失语、不乱

语，对于可以公布的政策信息主动地说、真诚地

说，不说空话、假话、套话，保持平等、谦逊、

自信的态度，做到有理有据、从容大气。

二、节目创作源于生活 以小见大

《有请发言人》的录制过程就是一个创作过

程，作为编导要随时捕捉发言人的情绪和状态，

适时调整，引导发言人增强吸引力、感染力、亲

和力、说服力。我们在录制交通厅发言人的过程

中，发言人在录制前和评论员的交流中无意提到

“港口大不大看吞吐量，强不强看集装箱，宁波

舟山港既大又强！”原本提纲中是没有这句话的，

简简单单一句话把超级大港活灵活现地展现出来

了，我们当下决定主持人出镜就从这句金句开

始。

《有请发言人》在交通厅的第二个场景集装

箱码头中，远处的桥吊吸引了评论员的注意，摄

像也同步切到了桥吊。评论员提出原先的码头工

人就是在这样的工作环境里作业的。此时发言人

突然做出了一系列的示范动作，这在之前的提纲

里也是没有预设的，摄像第一时间将镜头切回了

发言人，画面一度变得十分生动有趣。《有请发

言人——接续奋进 青山不老》节目中，在讲到

自然保护地时，发言人临时起意向评论员提问

“西湖是自然保护地吗？”这个问题也是很多观众

所不了解的，自己身边原来就有那么多的自然保

护地。

正是这一个个节目录制中的小插曲、小细

节，串成珍珠，增加了节目的可看性、政策的可

读性，引导协调了信息发布，展现了政策的不同

侧面。发布文稿不再是以前那张冷冰冰的白纸，

而成了你我身边简洁明快、通俗易懂、易于传播

的老百姓听得懂、看得明白的节目。

新形势下，政策发布和解读在“稳、准、

实”的基础上，要努力向“新、活、深”全面迈

进，要体现其鲜活性，从扁平化走向纵深化。一

档好的政论访谈类节目，应该努力在创新发布形

式上花力气，在突出新闻发布渠道上下功夫，从

而逐步实现单向传输向更符合新媒体传播规律的

叙事模式和对话模式转变。

三、爆款频出 “政”能量也有大流量

《有请发言人》 栏目从成立的第 2 年开始，

陆续开通了微博、抖音、快手、视频号，逐步打

通线上线下融合传播。建设政务新媒体是一项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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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性的创新工程，是一个长期、艰巨的过程，不

是短期突击、一锤子买卖，不能成为“断头路”

和“烂尾工程”。一档好的栏目想要不走寻常路，

势必要经历从线下到线上，实行传播的全覆盖。

本季八八战略特别节目，首次联合浙江发布、金

华发布、宁波发布、绍兴发布等各地发布的官方

视频号，进行全矩阵立体化直播，同期最高达

100 万观看量，使政策发布既说得出，又传得

开，还让人听得进。

事实上，栏目依托节目内容收获大数据，创

造大IP的例子数不胜数。2019年时任浙江省统

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统计师王美福在节目中称，

11 个浙江人里面就有一个老板，收获微博热搜

第 17 位，讨论度破亿，同期抖音收获几百万点

击量、几十万点赞量。网民在哪里，政务新媒体

就在哪里。政务新媒体传播渠道的拓展和延伸，

获得了受众的信任度，拉近了与人民群众特别是

网民的距离，又让人民群众第一时间了解各厅局

的作为，消除了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误解，架起了

政府和人民群众沟通交流的连心桥。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普及，以微博、抖

音、视频号等为代表的政务新媒体，逐渐成为人

民群众行使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的

新途径。官微的优势在于信息量大、信息更新速

度快，便捷且可以达到精准推送。政务新媒体的

建立是政务发布在互联网空间的延伸和扩展，是

政府信息公开的一种新渠道、新方式，标志着政

府应对网络舆论的彻底变革。

主动发布、及时发布、时时回应，“发言人

来了”相关栏目官方号，正一步步构建浙江政务

的权威信息源。在众声喧哗、真假难辨的海量信

息环境下，栏目官方号发出有公信力的权威声

音，最大限度地传播“政”能量。栏目公号做到

了精心筛选、精致策划、精准传播，不断增强政

府与社会公众之间的黏合度。

四、政务发布矩阵联动 融合出圈

星罗棋布的政务新媒体，改变了以往重大政

策出台少有人说、少有人负责任地去说、没有能

即时传播的平台可说、没有无中间环节的传播载

体能说的被动情况。政务新媒体的飞速发展，推

动和加速了有关政府部门对重大政策的有效发

布，使政务发布进入了崭新时代。

（一）政务新媒体要在潮头起舞

今天的政务新媒体，面临的已经不是简单的

信息发布。发布者还要关心传播效果，要懂“套

路”，更要有情怀。和网友的关系，也从以前的

“我说你听”，变成了现在追求情感共鸣与情绪疏

导。这几年，政府部门越来越重视互联网环境下

的官民对话，“万能回复”大大减少，政府官微

和网友的良性互动越来越多，接地气的温馨对话

被网友点赞不胜枚举。

实现信息公开、政策解读等政务公开工作和

新媒体结合是必然趋势。这是互联网时代政府管

理创新的一个必然要求，让政府的信息和声音通

过新媒体送达，使政策更容易被解读，让老百姓

看得到、听得懂、能监督。这也是栏目每一位新

媒体小编一以贯之的工作目标。

（二）找准主旋律的着力点

政务新媒体传播已进入“零时差”时代，新

闻发言人一方面要追求“快”，做到敏锐感知，

快速反应，另一方面还要以主流权威的声音去引

领受众，敢于及时发声，形成持续的舆论声势。

这也要求各个发言人加大对政务新媒体驾驭能力

的培训力度，着力提高获取、分析、评价和传播

各种信息的能力，掌握政务新媒体的互动交流、

应对应用的方法和技巧。

《有请发言人》栏目作为政务新媒体，也要

克服官方表达单一的缺陷，在内容上更“接地

气”，在运营上亲民化，甚至拟人化，多尝试公

开“卖萌”或为“段子手”。政务新媒体时代，

对新闻发布工作者来说，每一个人都应熟悉新媒

体的传播规律、熟练掌握网言网语，成为一名能

编快编的新媒体小编。

政论访谈的专业性，体现在“对谁说”“谁

来说”“说什么”“怎么说”，作为编导要了解媒

体运行的特点，遵循新闻传播规律，以更加专业

的思维干好这项专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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