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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传播之我见

平台，从以往的“作品思维”转向新媒体时代

的“产品思维”，打造IP爆款，一度开发出“温

州人”“温州百晓”“温州体育”“温州青年”等

现象级IP，重新构建与用户持久而有效的连接。

通过新媒体产品的打造和运营，重塑融媒平台

化生态，在“媒体+政务”“媒体+活动”“媒

体+内容”的模式上，探索出“媒体+服务”的

发展路径。

在各大重要节点联动世界温州人，加强温州

人身份认同感，与同胞共情，与侨民共鸣。比如

2020 年的疫情中，在正常航路不通的情况下，

温州人融媒资源平台助力温籍海外华侨和异地温

州商会共同发起抗疫物资援温，全程跟踪跨国包

机事件，首发报道了价值800万的200多万件防

疫物资从欧洲运回国内，该新闻作品获2020年

度浙江省广播电视新闻奖消息类一等奖；同样，

在海外疫情蔓延时，平台实时关切温籍华人华侨

海外抗疫，凝结温州人一家亲。

两年来，温州人融媒资源平台策划执行了

“温州文化+”“温州文艺+”“温州体育+”等大

型活动超过百场。互联网时代，家书也许不再

“抵万金”，但对世界各地的温州人而言，有了温

州人融媒资源平台，故乡就在眼前。温州人融媒

资源平台为地方台谋求发展注入新鲜的融媒

DNA，实现由“地方媒体”向“温州人大社群

平台”“城市平台”的蝶变，用新的“打开方式”

汲取奋进的力量。

（作者单位：温州市广播电视台）

摘要：《93早高峰》是浙江广电集团交通之

声制作的一档早间新闻杂志节目，于每周一至

周五的早 7 点-9 点播出，是交通之声重点打造

的品牌节目。本文尝试通过对该节目在融媒体

语境下的内容设置和形式调整为切入点，分析

这档广播早间新闻节目的独到之处，以期为同

类型广播节目在融媒体时代的运营提供启发与

参考。

关键词：融媒体 广播 早间新闻节目

随着媒体融合技术不断向纵深发展，有声语

言已然成为现代受众最喜闻乐见的传播内容之

一。为了生产出符合市场需求的有声语言内容，

一个重要前提就是紧密结合收听环境。在融媒体

时代到来之前，广播早间新闻节目的收听主力军

是有车的“上班一族”习惯使用收音机的“复古

一族”。随着媒体融合时代的到来，移动互联技

术渐趋成熟，收听市场结构的变化倒逼广播早间

新闻节目生产主体调整播报形式与播报内容，从

而更充分地满足受众需求，更密切地迎合早间广

播新闻节目发展态势，在提升媒体市场竞争力的

同时生产出富有时代特色的早间广播新闻节目。

一、《93早高峰》在融媒体语境下的转型举措

为顺应融媒体时代的节奏，彰显自身在媒

体融合态势下的特点与强项，《93早高峰》的节

目编排和风格调整都指向增强节目的信息量、

凸显节目的节奏感、提升节目的延展度，并由

此形成了“广选精编”和“快播浅聊”两种节

目制作理念。前者是指内容生产，后者是指形

式调整。

融媒体语境下广播早间新闻节目融媒体语境下广播早间新闻节目
的探索与转型的探索与转型

安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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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传播之我见

（一）广泛涉猎基础上的内容优化：广选+
精编

一方面，融媒体时代的广播早间新闻受众

类型广泛，身份多元；另一方面，收听广播早

间新闻节目的受众需求之一是在“一日之晨”

获知近日或当日要闻。正因如此，广播早间新

闻节目的内容应当丰富多彩、不拘一格，既要

涵盖政治、社会、文化、科学，又要涉及基层

民生、娱乐，这样才能兼顾到各类受众的喜

好。但节目时长有限，需要在广泛涉猎上述主

题的基础上进行精挑细选，将信息价值最丰

富、时效性最强、社会影响最大的新闻遴选出

来，合理地编排到广播节目的相关版块中，以

此凸显媒体的专业性。“广选”方面，《93早高

峰》采取每半小时为一个周期的“类轮盘”结

构进行内容编辑。每隔半个小时便进行一次实

时新闻的播报，以此确保新闻具有最强的时效

性，以及确保整组节目具有最高的信息饱和

度；“精编”方面，《93早高峰》对广播早间新

闻进行模块化播报。如“评论”版块会邀请权

威评论员对重要新闻事实进行评析，受众在收

听新闻的同时也能获取权威新闻人输出的观

点；“观点 PK”版块会邀请受众通过微信端、

客户端等渠道实时加入到观点的沟通与碰撞

中；“舆论监督”版块则由记者充当监督主体，

受众通过记者的口头播报了解某个监督类报道

幕后的故事。

（二） 传播效果基础上的高效率：快播+
浅聊

融媒体时代受众获取信息的渠道十分丰

富，近年来又深受短视频的影响，获取信息的

习惯和解读新闻内容的思维已被悄然重塑为以

“短、平、快”为特征的模式。《93早高峰》敏

锐地意识到融媒体时代的受众对节奏、效率的

要求，将“快”作为有声语言创作的形式要

旨，集中表现为《93早高峰》的新闻播报员普

遍拥有较快的语速，但与此同时语音标准、语

调生动、识读速率高，听起来轻快顺畅。广播

新闻节目对播报员语言质量的要求极高。通常

而言，语速过快将折损新闻信息的传播质量，

但之所以《93早高峰》的“快播”风格备受听

众喜爱，原因在于播报员十分善于根据新闻的

内容和结构动态地调整语频语速，每隔3-5分

钟的“快播”（针对客观的新闻事实），便穿插

一次相对慢速的“浅聊”（有关感性的个人观

点），在听众得以“喘息”的同时，也使节目

在节奏上做到张弛有度、分寸得当。值得一提

的是，《93早高峰》快而有序的背后是一支有

条不紊的编播队伍。为了配合“广选精编”，

将尽可能多且精品的新闻纳入到一期节目中，

新闻稿件在写作编排时就必须做到简短凝练、

朗朗上口，不仅有利于播报员正确和清晰地报

出新闻，也有助于融媒体时代中形形色色的广

播早间新闻受众准确捕捉到新闻要点。

（三） 休闲放松基础上的新闻价值输送：

舆论引导

融媒体时代的受众除了诉求获取丰富的新

闻信息，也希望能从新闻的第二落点了解事实

背后的事件根源。作为肩负着揭露事实、找寻

真相等使命的传统主流媒体，交通之声《93早

高峰》广播早间新闻同样致力于从横向上链接

与新闻事件相关的信息事实，然后从纵向上对

新闻进行深挖细掘。在这样的节目运营理念

下，《93早高峰》在十余年的实践中逐渐将新

闻评论的归集、整理、采纳塑造为节目的一种

个性。纷繁的媒体观点一方面是节目标新立异

的旗帜，另一方面是作为传统媒体的交通之声

彰显社会责任感、进行舆论引导的利器。相比

其他广播早间新闻节目以单纯报送新闻为主的

运营理念，《93早高峰》对媒体述评、专家点

评等的融入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节目的厚重

感，使融媒体时代的受众得以感受这档早间广

播新闻节目深刻的一面。

（四） 多元主体参与基础上的和谐稳定：

内容与形式协同

作为一档在早间播出的有声语言广播节

目，为迎合融媒体时代的受众在单位时间内获

取大量信息的需求，新闻内容的分布也体现了

《93早高峰》控制节目节奏的意图，如节目内

容的“浓淡配比”是从采编环节就开始设计和

体现的，不仅主持人的语言样态保持灵活变

动，就连内容分配也比较考究，以长短穿插、

轻重变换、疏密结合的方案进行内容布设，既

体现广播新闻内容的序列性，又展现节目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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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奏的生命力。

二、《93早高峰》对广播早间新闻节目转

型的启发

（一）立足内容、创新形式

在融媒体时代，传统媒体顺应技术环境的

变化进行积极转型势在必行。但这种转型并不

是简单地在新媒体平台上开通账号，借新媒体

之力实现“引流”的目的，更不是直接把节目

“嫁接”到移动广播平台以“换汤不换药”的方

式播出。真正需要转型的是广播早间新闻节目

的运作模式和运营理念，结合新媒体即时互动

的特征，在进行内容生产时注重产品的开放性

与精细化，使广播早间新闻节目既具有原创性，

彰显媒体的运营理念和品牌个性；又具有集成

能力，体现媒体博采众长、关切更大范围内的

国计民生的眼界。

广播电台要充分发挥新闻工作者的专业优

势，确立以主持人为核心，以编辑、记者、主

持人为支点的内容生产架构。其中，编辑通过

大数据技术对昨日和今日新闻进行热度分析，

从中遴选出兼具热度和新闻价值的内容进行加

工编辑，确保每天的节目都能将国际、国内、

省内以及时政类等不同层面的新闻囊括其中，

条数控制在30条左右。确定内容范围后，主持

人和编辑共同从中选出符合媒体特色的选题进

行评论，辅以背景音乐烘托广播氛围。在进行

用户生产时，生产主体应最大限度地实现多元

化，将社会各行各业各阶层的用户都纳入到内

容生产体系中，为广大的潜在内容生产者打通

新闻线索传输通道，如来自新媒体的“两微一

端”和来自传统媒体的信函、电话等。用户提

供的新闻内容不拘泥于形式，只要能被进一步

加工为有声语言即可。广播电台还可以考虑与

社交平台上的“意见领袖”合作，一方面有助

于增强媒体的影响力，另一方面有助于提高广

播早间新闻的品质。

此外，在融媒体时代，广播早间新闻节目

转型过程中要着力解决的一大问题是激活传统

媒体的内容生产能力，使传统媒体在新媒体技

术环境下得到内容的扩充与渠道的扩大。作为

传统媒体领域中至今仍保持着旺盛生命力的传

播形式，广播节目必须更好地适应新媒体传播

方式，扭转传统媒体产品的形态和架构。为此，

既要坚持通过电波进行广播早间新闻的传播，

又要在新媒体渠道如微博、微信、移动广播平

台等进行传播，最大限度地将有声语言植入到

新媒体技术能抵达的各个场所、各类场景。

（二）打造对用户友好的界面

在融媒体时代来临之前，广播节目以线性

传播，输出端与输入端的互动性较差，而且节

目内容难以留存。但在融媒体技术环境下，以

上问题几乎都有了解决方案。近年来国内发展

速度较快的广播平台如“蜻蜓FM”“喜马拉雅

FM”，包括本文研究的《93早高峰》等，都允

许用户进行内容的自主定制，因而用户能够进

行场景化的广播收听。这对传统广播早间新闻

节目的转型带来了如下启发：其一，节目应当

尽可能保持高水平的线性和流畅度，使节目内

容如串珠般既独立又紧密地关联在一起，这样

用户既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性地收听，又

可以从头到尾连贯性地收听。其二，不断增强

节目与用户的互动。《93早高峰》与受众的互动

就很高效，是以吸纳意见和观点的方式激发受

众对传播的参与热情，而非简单地插科打诨。

因此，未来的广播早间新闻节目在转型时应当

为受众拓宽参与渠道，激励各行各业各阶层的

听众成为节目的参与者和内容的生产者。其三，

将节目的命脉向线下延伸，如定期为节目的

“粉丝”举办线下活动，通过现实情境中的人际

活动将用户打造为媒体的品牌“社群”，从而实

现用户线上内容消费到线下体验的无缝对接。

在融媒体环境下，一档好的广播节目应该

有较强的内容原创和集成能力，内容产品应该

具有融媒体传播的形态，同时借助新技术，构

建对听众友好的界面，实现线上内容生产向线

下服务的延伸。早间节目的追求目标是：塑造

集幽默感、草根精神、媒体情怀、正能量于一

身的品牌形象，通过内容持续创新、融媒体高

度覆盖，形成节目粉丝群。目前我国的大部分

广播早间新闻节目离这一目标还有很长一段路

要走，亟需继续努力，坚持媒体融合的方向，

不断调整前进步伐。

（作者单位：浙江电台交通之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