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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向发力增强全媒体环境下双向发力增强全媒体环境下
时政新闻传播力影响力时政新闻传播力影响力

许 婷

智能主持人可以有无数的新皮肤，可以不眠不

休，但以目前的技术还难以实现鲜明的AI个性

意识.

（四）拥有人文情怀

人文情怀是主持人温度和深度的体现，更是

价值导向。汶川地震之时，主持人播报各地区遇

难人数时，几度哽咽。这是最为典型的对人类生

命的尊重、维系共同命运的关切。这令人动容一

幕的背后是主持人的悲悯之心与大多数人的心灵

共振。主持人要做一个沾着烟火气的生活家，更

要做有高尚情操、宽广胸怀、善意暖意的精神引

领者，这是媒体从业者追求的精神内核。真正打

动人心的内容靠的是心灵的触达，而这份温度的

传递，是按部就班基于大数据模拟捕捉而发声的

人工智能主持人所无法取代的。

三、结语

在飞速发展的时代，人工智能主持人的出

现，的确给播音主持岗位带来一定冲击，但人工

智能主持人不会也不可能完全取代真正优秀的主

持人。在传媒领域，情感共鸣与心灵共振，始终

是主持艺术的魅力所在，这正是人工智能主持人

所欠缺的。

人工智能可以提升新闻从业人员采编工作的

效率，承担一些新闻工作中简单、重复性的劳动，

也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让

主持人有更充足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富于创造性

的工作中。人工智能主持人是我们的业务助手，

我们要学习如何更大效应地发挥其功效，用好这

个智能化的新工具，做好媒体的辅助工作。

（作者单位：杭州文化广播电视集团）

时政新闻以其权威性、重要性具有较高的的

关注度和影响力。近些年来，面对新媒体日新月

异、蓬勃发展的巨大挑战，主流媒体包括时政新

闻顺时应势在发挥传统媒体优质内容生产优势的

前提下，在各新媒体平台推出短视频作品。例

如，央视《新闻联播》的“主播说联播”、《浙江

新闻联播》的“联播连连看”、杭州电视台《主

播评说》等在引导舆论、服务百姓、树立正确价

值观、传播社会正能量方面积极探索，产生了较

好的传播效果。

这类短视频作品由官方平台制作，以时政新

闻+微评互动的方式，针对当天时政新闻中的重

大事件或热点新闻以简短通俗的语言进行解读和

点评。作为时政新闻的延伸和拓展，主播们一改

以往联播体严谨刻板的语言和状态，给人耳目一

新的感觉。

在传播学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并称为人

类两种基本的传播方式。大众传播因其规模化、

公开化两大特征，在时政新闻的传播中有着天然

不可替代的优势，容易形成社会舆论的一致性从

而产生权威感。短视频作品的传播更符合人际传

播平民化、互动性、趣味性等特点。在全媒体环

境下只有从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双向发力，才能

有效提高时政新闻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一、以硬核内容生产牢牢守住大众传播阵地

无论传播方式如何改变，新闻最核心的竞

争力依然是内容。时政新闻作为和党委政府中

心工作最为贴近的宣传报道方式，拥有权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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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富有公信力的播出平台和业务能

力扎实的专业队伍。在信息过剩的全媒体时

代，取得可靠信息的最重要的手段还是来自

主流媒体。正如人们可以无时无刻刷手机获

取海量信息，但要了解最重要最权威的声音

还是要收看《新闻联播》，很多人甚至将它看

成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趋势的晴雨表，其重要

性、不可替代性可见一斑。

除了硬核内容之外，时政新闻的表达方

式、传播方式、话语体系包括新闻主播镜头

前的交流感、互动性都需要追随受众角色定

位的转变以及由此引发的需求的变化。没有

受众，传播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

解受众心理、受众需求，如何满足受众在新

媒体时代既是接受者，也是传播者、参与者

的新定位，是传统媒体需要学习研究的紧迫

课题。

二、以短视频生产紧紧抓住人际传播新

机遇

浙江卫视今年 3 月 4 日 《浙江新闻联播》

播出后，在“中国蓝新闻”平台上推出短视

频“联播连连看”之两会热话题。用 1 分 16

秒的时长评述了当天委员通道中企业家李书

福的发言，表达了对浙江新能源产业的信心

和期待，引发了很多网友的热议。其中一位

网友说：“主持人是传统广电媒体的独特优

势，这种形式让这一优势在新媒体环境下得

到了发挥”，还有一位网友说“联播也很接地

气啊”。

（一） 传播方式从播报语体转变为谈话语

体

原本正襟危坐的主播走下播音台，边走

边说：“关注全国两会，热点听我来说，我是

《浙江新闻联播》 主播某某”。主播第一次用

第一人称的方式和受众打招呼，继而娓娓道

来，赋予这一传播方式人际传播属性。

进入互联网时代，技术进步改变了包括

信息获取在内人们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年轻

人不再是坐在电视机前被动接受信息，而是

主动筛选甚至自己也成为信息的传播者、参

与者。看视频、关注、点赞、评论成了年轻

一代新型的社交方式之一。传统的大众传播

已经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而以短视频形式

存在的一对一、面对面的新型人际传播恰好

与之契合，一旦连接也具有较高的黏性。

（二） 传播形态“网感”的呈现便于受众

识别接受

随着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移动化、碎片化阅读已成为一种常态，短视

频竖屏拍摄方式更容易突出主播的表情和动

作细节，让观者沉浸于内容、增强代入感和

交流感，符合受众移动端观看的需求。同时

竖屏还可以充分利用主体画面上方或下方的

空间做嵌入式的贴画和“敲黑板式”的字幕，

加之恰当的背景音乐，增强传播的信息量、

可看性和便利性。

短视频中的主播们以“小我”的方式替

代过去政府喉舌、媒体代言人的角色，语言

更为轻松幽默。“世界上最靓的仔”“爆款”

“打call”“迷妹”等网络热词频频出现，烟火

气满满，拉近了和受众的距离。短视频的创

意也不断更新。今年3月7日，杭州亚运会迎

来倒计时200天，在浙江卫视“联播连连看”

短视频中，主播上演了一场网络流行的变装

秀：穿着职业套装从演播室走出来，转眼又

换上运动装到户外广场讲述两会代表委员和

市民对于亚运的祝福和期待，短短1分30秒，

内容扎实、网感十足，引发了不少网友的关

注。

时政新闻担负着重要的宣传引导的社会

责任，在互联网时代要与时俱进占领网络舆

论主阵地，不断更新跨界思维、增强创新能

力、打造全媒体传播矩阵，从大众传播和人

际传播领域双向发力，在优质内容生产的同

时对权威信息进行平民化解读、网络化制作、

碎片化传播，引发受众的价值认同和情感共

鸣，获得持续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作者单位：浙江卫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