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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传播之我见

摘要：目前，短视频平台已成为互联网战

场的“主阵地”，也是各家媒体竞争的重要赛

道。对于传统的地面电视频道而言，其不变的

优势是专业严谨的采编机制和优质内容的生产

能力，需要应变的是突破保守的播发形态，丰

富单一的传播模式。面对新媒体的冲击，传统

民生新闻应采取内容为王、借力发力的应对策

略，积极入驻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在互

联网战场重塑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影响力和公

信力。

关键词：民生新闻 短视频平台 互动融合

《小强热线》是一档深耕浙江本土20年的民

生新闻栏目，曾荣获“中国电视十年十佳民生新

闻栏目”。面对如今多元化的传播环境，传统新

闻尤其是民生新闻的传播力正在日趋减弱，一天

一档、晚间固定播出的运行模式，早已无法满足

传播需求。近年来，《小强热线》借助抖音、快

手等短视频平台，创新传播形式，扩大传播范

围，提升传播效力，让传统的民生新闻也能在新

环境下不断“出圈”，开辟出一条融合发展的新

道路。

本文将结合《小强热线》栏目在短视频平台

的融合传播案例展开探讨。

一、打破地域限制，拓宽传播范围

传统电视民生新闻栏目的传播方式是单向

的、线性的，缺乏互动性。目前，短视频平台以

其传播速度快、互动性强、内容丰富等特点，迅

速占据了用户的碎片化时间，逐渐成为信息传播

的重要渠道。短视频平台的快速崛起，既是挑

战，也是机遇。传统电视民生新闻栏目应主动到

短视频平台融合传播，打破地域限制，扩大传播

范围，使受众群体更加多元化、年轻化，同时还

能获取更多的信息源。

2022年1月，《小强热线》栏目接到一则求

助，杭州一处建筑工地收留一位聋哑老人已经6

年，平时老人在工地做杂活赚取生活费，但工程

结束，聋哑老人的去向成了难题，于是工友们想

帮老人寻找家人。由于聋哑老人不懂手语，不会

写字，身上也没有任何证件，一时之间身世成

谜。该新闻在电视端播出后，立即在短视频平台

进行二次创作，标题与内容更具传播力，迅速引

爆网络。这则《工地收留聋哑老人六年 这个春

节想给老人找个家》的抖音短视频，浏览量超过

2000万，点赞数36.1万，冲上平台热搜，网友

纷纷留言，关注事件进展。

得益于网络传播的速度和广度，不少有用的

线索涌现了出来。其中，一位重庆的网友何先生

刷到抖音视频后表示，聋哑老人很有可能是他们

家失散10多年的亲人。记者根据线索联系上了

重庆的何先生，经过沟通，对方一行人连夜从重

庆驱车跨越1400公里赶到杭州。双方见面后确

认，聋哑老人就是他们寻找多年的亲人。《小强

热线》抓住认亲团聚这一关键节点，全程开启直

播，与广大网友一起见证这位在外流浪16年的

聋哑老人，回到重庆老家与亲人团聚。 该场直

播总在线人数高达82万，全网共同围观了这场

“大团圆”。

民生新闻和短视频平台融合传播所产生的

“化学反应”带来了大流量与高关注。对于这起

事件，《小强热线》在抖音平台共发布21条短视

频，抖音主话题总播放量 1.3 亿，总点赞量超

浅谈民生新闻与短视频平台的浅谈民生新闻与短视频平台的
互动融合效应互动融合效应

——《小强热线》栏目抖音号试析

徐超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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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万，仅用了5天时间，就帮助离家16年的聋

哑老人找到亲人。美好结局的背后，是民生新闻

与短视频平台融合互动，将传播力、影响力最大

化的生动案例。

二、舆论监督形态多元化，提升民生新闻影

响力

关注民生、民情、民意是电视民生新闻的主

要职责。现如今，网络空间的开放性使得更多的

公众愿意参与到社会事件的讨论中来。新媒体环

境下，社会热点事件往往在民间舆论场中先传播

发酵。传统电视新闻节目有着严肃、专业的采编

机制，对于一些公共事件，通过记者的深入调查

和跟踪报道往往能及时澄清事实，化解谣言，有

效推动问题解决。电视民生新闻节目应借助短视

频平台提升曝光率，增强舆论关注度，从而提升

自身的新闻影响力。

2022年9月，《小强热线》栏目接到市民汪

女士的求助。汪女士购买了价值120万元的奢侈

品家具，分别是芬迪和杜郦品牌的床垫、沙发、

茶几等家具。汪女士收到货后发现有很多瑕疵，

因此对家具的质量和真假产生了质疑。当时，记

者陪同汪女士前往其购买家具的杭州福邸公司，

该公司拒绝接受采访。

《小强热线》 抖音账号发布短视频 《价值

120 万的奢侈品家具 有可能是赝品？》，播放量

3914.8 万，点赞数 19.3 万，引发网络关注和讨

论。“百万家具究竟是真是假？”成了网友们最关

心的一个问题。

其实，这类消费纠纷，往往因为商家不愿正

面回应，导致事件难以追踪下去。随着该新闻的

网络热度不断攀升，舆论监督力度也随之加大，

此前拒绝接受采访的销售商——杭州福邸家居公

司主动联系《小强热线》，希望对此事作出正面

回应。

《小强热线》在抖音平台全程开启直播，销

售方杭州福邸家居公司主动向公众提供了相关采

购证明，同时，品牌方——芬迪授权厂家代表以

及杜郦品牌方代表也从外地赶来，对受到争议的

家具进行真伪检验，共同帮助汪女士解决消费

纠纷。

关于这起事件，《小强热线》在抖音平台发

布了 7 条短视频，播放量 4952 万，点赞量超过

25 万，开启 2 场直播，总在线人数高达 310 万

人。一起消费纠纷，引发全网关注，并倒逼品牌

方出面发声，回应社会关切，得益于网络传播为

新闻监督带来的舆论加码。一起个例事件通过短

视频的分发传播，让大众产生情绪共鸣，使新闻

本身更具有话题性和关注度，从而提升了舆论监

督的力度，助推事件有效解决，扩大了新闻影

响力。

三、丰富帮忙模式，增强民生新闻公信力

“大事小事有事您说话”是《小强热线》栏

目的宗旨；接地气暖心人，帮助老百姓解决问题

是民生新闻的职责和使命；有态度有温度，主动

解决社会问题，让民生新闻在互联网平台依然有

着广阔的生存空间。民生新闻和短视频的融合互

动，有着更高的开放性、互动性和服务性，带给

受众更强的参与感，从而丰富了民生新闻的帮忙

模式。

2022年8月，《小强热线》栏目接到袁先生

的求助，他从云南批发了两万斤香蕉，想要在杭

州当地销售，因打不开市场，面临滞销的困境。

由于时值夏季，香蕉已经成熟，再不处理就只能

丢弃。袁先生希望通过《小强热线》牵线搭桥，

把滞销的香蕉免费送给环卫工人、外卖小哥、快

递小哥等高温下的劳动者，奉献一份爱心。记者

介入后，立即联系当地社区，帮助袁先生设置了

一个爱心摊位，并在抖音平台发布短视频，同时

开启了慢直播。

短视频平台的内容智能分发模式，提高了信

息触达率。很快，袁先生的“爱心香蕉摊”在网

络上有了热度，越来越多的基层劳动者前来领取

免费的香蕉。令人惊喜的是，袁先生的爱心举动

也感染了广大网友，附近好几个社区的居民和志

愿者特意前来购买香蕉。袁先生不仅完成了赠送

的心愿，也慢慢打开了香蕉的销路。

整个过程，小强热线抖音号共发布4条短视

频，开启3场直播，16万人在线围观。仅用几天

时间，滞销的两万斤香蕉全都解决。用袁先生的

话说，他切实感受到了杭州这座城市的温暖。借

助短视频平台的直播、弹幕、评论等多样化的互

动方式，受众不仅可以实时关注事件进展，还能

随时随地出谋划策，从过去的“围观者”变成现

在的“参与者”。结合短视频平台丰富的传播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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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民生新闻不再是单一的报道，而是将帮忙落

到了实处，真正帮助老百姓解决了困境，有利于

增强栏目公信力，弘扬社会正能量。

四、结语

目前，《小强热线》的全媒体矩阵共有2100

万粉丝，其中，抖音平台拥有550万粉丝，获赞

1.3亿。当传统媒体的内容权威性与新媒体的强

大传播力相结合，一些原本难以推进的问题有了

进展，一些原本没有回应的事件有了圆满的结果。

优质的大屏内容为短视频平台输送了源源不断的

养分，而网络的传播又反过来给民生新闻注入了

新的生命力。借助新媒体，传统民生新闻可以有

效地拓展信息源，丰富报道内容；扩大受众群体，

延伸影响力；融合发展，提升自身价值，最终实

现民生新闻“内容+平台”双剑合璧的发展。

面对新媒体的冲击，民生新闻缺的不是内

容，也不是渠道和观众，而是迅速适应市场变化

的思维和应对策略。在形势多变的时代下，只有

坚持内容为王，同时融合新媒体技术，提升自身

竞争力、影响力，从“相加”到“相融”，才能

保证地方民生新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作者单位：浙江电视台教科影视频道）

摘要：融媒时代，传统电视媒体的权威性、

可信度优势仍然存在。在新媒体技术的助力下，

也涌现出一批集记者、主持人角色于一身的复

合型人才，他们凭借自身独有的特点，逐渐被

业界认知与受众认可，成为电视出镜记者的

“升级版”。在自媒体蓬勃发展的今天，电视出

镜记者的专业意识和技能，更加凸显出不可替

代的价值。本文试以浙江广电集团为蓝本，对

融媒时代电视出镜记者应具备的素质做出分析

与建议。

关键词：媒体融合 浙江广电集团 出镜

记者 个性化 专业化

记者这一职业具有较长的历史，但是电视行

业的出现只有短短半个多世纪。电视记者是指在

电视机构中从事电视新闻素材收集和制作的专业

从业人员。通常在新闻报道现场的基础配置是一

名摄像和一名出镜记者。出镜记者是电视采访的

“笔尖”，这一岗位需要调动自己整个的自身素质

和潜能进行采制。

一、融媒时代电视出镜记者的变化

（一）传播路径的变化

2001 年浙江广电集团成立之初，观众认识

一名电视记者，看到新闻报道，基本是通过电视

屏幕，甚至具体到某档新闻节目。出镜记者是通

过在固定时间段的新闻中多次出镜来加深在受众

中的印象。而到了融媒时代，在数字、光纤等科

技力量推动下，电视正努力融合新的传播技术，

受众的收视习惯和收看方式，也因为技术的发展

产生了变化。受众可以从多个渠道和平台，在不

同的时间段，获取原来只能打开电视机才能看到

的新闻和信息，突破了大屏原有的地方传播范围

和界限。不仅时效性大大提高，原本仅覆盖浙江

本地的广播频率和地面电视频道记者，也可以通

过其他传播路径被熟知。比如，浙江电台城市之

声“新闻姐”，带你3分钟看懂新闻热点，拥有

抖音粉丝超过2436万。浙江电视台教科影视频

道“小强说”（抖音粉丝563万+）是已经直播了

20 年的电视新闻节目 《小强热线》 在小屏端的

呈现。

融媒时代融媒时代
电视出镜记者应具备的素质电视出镜记者应具备的素质

赵 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