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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深度融合

磐安的声音能传多远？磐安的故事能讲得

多精彩？疫情之下的“杜鹃花季”宣传报道给

出了答案：一场云端直播，实时点击量达 115

万人次；一篇深度报道，覆盖了新华网、人民

网等数十家国家级媒体；一个高端访谈，生成

了多种传播方式，引得2000余万点击量。深山

远村一朵花，共同富裕好故事。疫情之下，高

姥山盛开的杜鹃花，经由新华网、磐安县融媒

体中心、盘峰乡党委政府的策划组织，架起了

网上传播“链路”，立体式地讲出了“花情”，

多形式地传播了“花事”，将杜鹃花富裕山区群

众的“好故事”“好声音”传播到了四面八方。

一、融媒策划，让“花事”立体起来

杜鹃花节是磐安文旅的一张“金名片”。每

到花季，火红的杜鹃就成了游客、媒体关注的

重点。杜鹃花节已连续举办十年，而且一年比

一年盛大，从地方小打小闹到县委县政府大力

支持，再到成为省级节会活动，这朵山花映红

的不仅是磐安坚定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的决心，更是磐安共富路上的重要实

践。

“磐安杜鹃”品牌的打响，离不开媒体策

划。近年来，磐安县融媒体中心对杜鹃花节的

报道也在不断完善和提升。从单纯的活动报道

扩展到人物访谈、故事挖掘再延伸至现场报道、

视频报道、音频报道、图文+短视频、直播、

H5产品等多媒体手段全媒体呈现，推出了一批

形式多样化、传播效果佳、社会反映好的融媒

产品。

2021 年，磐安县融媒体中心精心策划、整

合资源，举全中心之力完成了 《漫山开遍映山

红》 一书的出版。融媒体记者兵分多路蹲点探

访盘峰乡，以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系列

采访为主体，挖掘这朵杜鹃背后的历史故事、

干部精神、关键人物、产业发展等。《磐安报》、

磐安电视台、磐安广播电台、磐安发布、融磐

安 APP 等各平台和上级媒体在 2 个月时间内刊

播近百篇新闻报道。

今年，受疫情影响，杜鹃花节从线下转为

线上。从 3 月底开始，盘峰乡联合县融媒体中

从磐安“杜鹃花季”宣传报道
看县级融媒传播看县级融媒传播

张黎明 杨萤萍

创意互动点亮一盏宁波灯等活动。到今年 4 月

底，已完成了对大阪、汉堡、迪拜、纽约、釜

山、新加坡、佛罗伦萨、瓦尔纳等 8 个国际著

名滨海城市的 38位海内外人士的采访，播发专

访稿15篇、短视频22个。通过全景式采访、融

媒体呈现、国际化传播，实现了千家媒体发布、

数亿级人群触达的传播效果。海内外重要嘉宾

在接受采访时都对推动城市之间的沟通合作表

示出极大的热情，分别从城市间区位、资源、

优势等方面进行解读，并表示愿意通过自己的

努力促进宁波与海外城市间的深入交流合作。

在新形势下讲好城市故事、传播好城市声

音，对于城市广电来说，既需要加强外宣布局，

巩固和拓展传播渠道，依托海内外宣传平台的

力量借船出海，又需要以传播者的身份引领外

宣方向，遵循宣传规律，重视二次加工和传播，

有效进行议程设置造船出海。借船出海是传播

策略，造船出海则是做好外宣的立身之本，坚

持双轮驱动才会形成合力。

（作者单位：宁波广播电视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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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开展线上直播方案策划，与新华网合作开通

直播平台。为了提高水准，做好这次直播，具

体负责执行这次直播任务的县融媒体中心“刘

兆明短视频工作室”的记者与主播们组成了直

播团队。一场又一场的讨论碰头会将方案更改

再更改、工作细化再细化、主题提升再提升。

新华网、磐安县融媒体中心、盘峰乡主要负责

人和直播团队多次赴实地考察后，最终在 4 月

中旬敲定了包含“风从山中起、人间烟火气、

最近的远方、向幸福出发”四大版块的线上直

播方案。

二、融媒传播，让“花语”生动起来

5 月 2 日上午 10 时，《正是幸福山花烂漫时

——解锁山区“共富”密码暨云赏磐安万亩杜

鹃花》直播节目在新华网准时开播。灿若云锦、

别具风情的万亩杜鹃盛景在云端赢得一片好评。

直播一开始，该场直播的链接就登上了新华社

总网首页，全国人民共赏磐安美景。持续 1.5

个小时的直播，收获了115万人次的播放量。

直播一结束，数十家国家级媒体纷纷转载。

人民网发表 《解锁浙江磐安山区“共富”密

码》、中国网发表 《漫山杜鹃竞相开 幸福山花

正烂漫》、文旅中国发表《磐安：坚持全域旅游

主导产业 打造共富实践山区样板》等等，这是

县级融媒体中心主动与国家级、省级媒体平台

合作，借力发力，资源共享，合作共赢的一次

成功实践。

如何让此次直播内容更加丰富？更能吸引

网友的观看？除了以上提到的四大版块内容外，

我们还从直播形式上给予了丰富与拓展。此次

直播采用新闻节目演播室直播、新闻实况转播、

现场直播三种形式交替出现的方式，分场直播

主持人深入采访了“花痴”李国荣十年抚育杜

鹃花的故事、“我的幸福计划”发起人蔡文君带

领一方百姓致富的故事、“最近的远方”雷鸿君

为盘峰招引项目的故事。

从李国荣、蔡文君到雷鸿君，从一个人、

一帮人到一群人，从一个村、一个乡到一个县，

原来寂静的山村，已然成为大家向往的地方。

一群人干一件事，用盘峰乡党委书记董君的话

说，他们就像这山间一朵朵的杜鹃花，一朵花

开带动一片鲜红，为这个山头带来了生机与活

力。

从直播的效果来看，这样生动讲述、实景

体验的方式，给线上观众带来的体验感是成倍

放大的。融媒体传播时代，想要深入做好新闻

报道，需要大胆突破“推拉摇移”“堆砌画面”

的老套模式。此次直播，磐安县融媒体中心着

力加强融媒创新，跳出既有的直播框架模式，

构建全新话语场景。新华网浙江站新媒体中心

主任徐乐静称之为“一次策划到位、内容有料、

直播精良、可视性强的直播活动”。

三、融媒访谈，让“花意”深远起来

此次直播过程中重磅推出了磐安县委书记

金艳接受新华网的访谈。《新华访谈》是新华网

的名牌栏目，是中国互联网界最具公信力的品

牌之一。直播当天，新华网主播专访县委书记

金艳的内容登上新华社总社首页，15 分钟访谈

内容突破256万人次点击量。

“热切的关注、深度的思考”是 《新华访

谈》 坚守的宗旨。在访谈中，磐安县委书记金

艳就磐安深入实施“生态富县、生态富民”发

展战略、着力打造四个“新磐安”、山区 26 县

迈向共同富裕新征程的经验以及磐安推介进行

了生动、全面、系统的阐述。

诚然，十年蝶变，高姥山从一座籍籍无名

的“黄毛山”，到如今声名远扬的浙中杜鹃谷；

一山“见怪不怪”的野杜鹃，变成磐安全域旅

游的金字招牌，高姥山早已褪去了原始的青涩，

成为最近的远方、生活的向往。

从一场活动看一个地方的发展。一朵花、

一座山、一群人的背后，是磐安“共富”路上

共奋斗谋幸福的生动实践。2021 年，浙江被赋

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新使

命，助力“山区26县”跨越式高质量发展则是

全省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点之一。磐安始

终秉持“小磐安也有大梦想，小地方也有大作

为”的理念，坚持“生态富县、生态富民”发

展战略，竞发新起点、放大新优势，全力打造

四个“新磐安”，奋力争做共同富裕新征程上的

“模范生”。

（作者单位：磐安县广播电视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