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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党代会专辑

为什么敢说技术也是内容为什么敢说技术也是内容
——以中国蓝新闻客户端省党代会融媒报道为例

郑心仪 袁 爽

摘要：两会、党代会、周年策划等重大主题

报道是新闻媒体的工作重点。在互联网+时代，

新媒体端点击量无疑是考验宣传成果的重要因

素，如何将点击量更好地转化为实际宣传效果？

手机端的内容怎样做才能和传统报道模式区分开

来，让受众耳目一新，一看就有种“新媒体端专

属”的感觉？一个用创新去实现的双赢过程该如

何驱动？如何让受众自愿成为内容分发者？本文

以浙江广电集团融媒体新闻中心出品的《中国蓝

裸眼 3D剧场·我们的时间胶囊》等新媒体产品

为例，解析新媒体技术于重大主题报道的重要意

义及二者的融合手段。

关键词：党代会融媒报道 新媒体应用 新

媒体技术

如何拉近普通用户和时政类重大主题报道之

间的距离？我们从短视频报道、数据新闻报道这

两种非常直观的报道形式来分析。主流媒体的短

视频输出大多为即时性短视频和创作型短视频。

重大主题报道中镶嵌的短视频产品多数为创作

型，因为重大主题报道的内容往往与百姓日常生

活有一定的距离，因此需要创作者通过新媒体思

维将高大上的报道内容与接地气的前卫制作手法

相结合，从而达到理想的宣传效果。而对于数据

新闻的可视化呈现，多数体现为柱状图、饼状图

等静态长图，即便是视频模板的套用，尽管内容

是新的，但形式往往较陈旧。创新的根本是做出

改变，优化的根本是填补短板，传播的驱动力来

源于其独到性。接下来，笔者从以上三个角度分

析《中国蓝裸眼3D剧场·我们的时间胶囊》等

新媒体产品是如何在“又红又正”的重大主题报

道中从内而外求创新、由点到面补短板，从而取

得喜人的宣传效果。

一、创新报道模式，是绞尽脑汁找“不可

能”，再想方设法把它们变成“可能”

如何绞尽脑汁找“不可能”？做人物报道，

你是不是先想到蹲点采访？摆一堆人物过往，加

几段实地采访，这是新闻节目的一贯制作手法，

不是新媒体产品应有的创作思路。八竿子打不到

一起的一群报道对象，硬凑一桌，不可能吧？要

拍真实的新闻人物，却偏偏找人去演出来，不可

能吧？用做广告的技术去拍新闻片，不可能吧？

反其道而行之，往往能走出一条新路。例如，用

拍电影的思维和拍广告的包装手法，去制作精致

的新闻类人物短片，引发受众在观看时的研讨欲

和传播欲，从而成就该短片的传播意义。

在浙江省第十五次党代会期间，浙江广电集

团融媒体新闻中心新媒体团队推出了创意 H5

《中国蓝裸眼3D剧场·我们的时间胶囊》，该产

品运用时下新潮的裸眼3D技术配合第一人称的

视频拍摄方式，以时间胶囊为线索、真实新闻事

件为故事背景，将几位在各行

各业各领域不懈奋斗的人物定

格在了一张会动的合影里，故

事人物在用户的选择下讲述自

己过去5年中的个人发展及心路

历程，并采用剧情交互选择模

式让每个用户都能身临其境，

把人物报道中的“不可能”都

变成了“可能”。

《中国蓝裸眼3D剧场·我们的时间胶囊》是

新媒体对重大主题报道的新尝试，报道视角由俯

瞰政策落地转为平视百姓生活；切入手法由直接

拍原型转为戏剧化演绎；报道方式由单一故事直

接呈现转为多人多事件集合+利于新媒体传播的

定制化包装，是以独特的制作手法带来全新感官

体验的一个成功案例。

二、优化报道内容，是掘地三尺找短板，在

扩展可看性的同时，挖通、挖深传播渠道

要想优化，得先找短板。怎么找？我们可以

《中 国 蓝 裸 眼

3D 剧场 我们

的时间胶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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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党代会专辑

从新闻宣传的流程和目的来看看它出现在哪里。

新媒体端和电视报纸的区别在于受众拥有100%

的自主性，可以自由选择看不看、什么时候看、

看多少、要不要发给别人一起看，这些我们可以

统称为“可看性”。要让以上“四个看”都达到

宣传者想要的程度，内容应该有这么几个标准，

要么有趣，足可娱人；要么有料，启人心智；要

么有情，动人心弦；要么有范，可堪回味。①形

式也有一个硬杠杠，就是必须利于传播。

从内容上看，高度参与感是激发用户分享意

愿的有效途径。《数据新闻：花开一朵朵》选取

并拓展浙江省第十五次党代会报告中的数据，通

过朵朵花开的表现形式，形象展现省第十四次党

代会5年以来浙江在经济、社会、科技创新等方

面的成果，形式新颖、内容扎实，广受好评。该

产品以百花齐放的华丽视觉效果来做数据新闻，

规避了传统数据新闻报道给人带来的视觉疲劳，

且在内容上真正做到了“深入浅出”，以视觉效

果达到“有趣”，以丰富数据达到“有料”，以创

新表现力达到“有范”。那么“有情”如何实现？

新媒体产品的共情力，逃不脱“互动”这个重要

元素。新媒体产品的创作，互动元素是一切内容

展示的逻辑框架，适时适量的基础型互动能让用

户充分感受到内容参与感和浏览主导权。此外，

重力感知、AI 识别等新型交互技术则能和内容

结合起来，达到层次更丰富的交互体验。在《数

据新闻：花开一朵朵》 中，创

作者将每一条核心内容的展示

权交给受众，而不是一股脑的

单方面输出内容。同时每一个

页面都用一句富有感染力的总

结来加深受众的获得感，使产

品共情力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和内容相比，传播渠道是决定可看性同样重

要的因素。产品传播多数受到包装手法和承载平

台两方面的限制，创作者必须从技术层面打破这

些限制。一是包装手法很可能受到传播渠道的限

制，例如，微信不能直接分享一些未授权应用的

链接，这时候分享者就只能传播二维码，而用户

在印有二维码的扁平海报上感受不到吸引力，导

致产品传播失败。信息高效传播的当下，用户偏

爱更直接的体验，多一个打开步骤，多一秒打开

时间，都会导致传播效率大打折扣。因此新媒体

产品在包装时越简单越好，越直接越好，要尽量

把参与门槛降到最低，做到“打开就能看，一看

就明白”。二是产品经由H5、WAP页等模式的

包装，打通了传播渠道，却因为服务器租用或升

级不及时等因素导致产品寿命短、维护成本高等

弊端。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是最安全的应对

方法，创作者在考虑创作形式和展现内容的同

时，也要尽量考虑自有平台能够承载的技术，方

能延长产品寿命、拉长传播时间线。

三、打造独到性，跳脱“天下文章一大抄”

的思维桎梏，竭力保持“人无我有、人有我优”

的先行者优势

“感情是相互的”这句话完全可以套用到新

媒体产品的创作上。如果产品没有给受众提供独

一份的体验，受众凭什么把宝贵的时间留给你？

站在受众的角度，体验无非是“怎么看”和“看

什么”。以下这两个独到性可以提供新思路。

一是“怎么看”，也就是受

众视角的独到性。当创作者把

用户从观众席请到了互动席，

体验感也会随之改变。在 H5

《藏在音符里的共富节奏》便是

如此。

受众不再是旁观者，而是

共富乐曲的弹奏者。该产品“脑洞大开”，将数

据“形象化”地比作成五线谱上跳动的一个个音

符，最终形成一条轻快的音乐动画短视频，奏出

一首共富乐章。同时还加入新媒体交互技术，让

受众在观看过程中根据关键数据，自己弹奏出曼

妙的共富乐章。用户在体验该产品时的视角转

换，无疑为该产品带来很大的独特性。

二是“看什么”，也就是视觉观感的独到性。

新奇的事物往往能给人带来强大的吸引力，技术

创新带来的全新感官体验也必定能吸引受众对产

品产生分享欲，这就和创作者做出了别人没有的

东西一样，受众也觉得“我在分享别人没分享过

的东西”。技术创新不局限于套用一个新的技术，

因为在这个技术快速变革的时代，不需要24小

时就可以让一个技术从新奇事物变成人人皆可套

用的“网红款”，如3D动画、跨次元合屏、无限

克隆等，这些技术大家有，受众并不会对它们产

《省党代会特别策

划·花开一朵朵》

《藏在音符里的

共富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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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优论坛

生新奇。但新媒体技术的组合方式却是无限的，

每一种新的组合，都是一次技术应用上的创新。

创作者可以将一些前沿的跨界技术，如全息投

影、720°全景拍摄、无人机航拍、裸眼3D成像

等融入到视频制作的特效技术中去，尝试多种技

术的不同融合方式，以打破创作边界，达到不断

创新的目的。以《中国蓝裸眼3D剧场·我们的

时间胶囊》为例，创作者在营造用户第一视角沉

浸式体验的同时，加入了裸眼3D元素，进一步

加深沉浸的程度；《藏在音符里的共富节奏》在

创作“跑酷”动画的同时，加入交互弹琴，让数

字和娱乐“跨界联名”。可见每一个产品的技术

叠加，都达到了1+1＞2的效果。

参考文献：

①侯皓、陈晨《论主流媒体的短视频内容创

意与生产》，《传媒评论》，2019年第9期。

（作者单位：浙江广电集团融媒体新闻中心）

2021 年度浙江省广播电视新闻奖评选中，

广播消息、连续 （系列） 报道、新闻访谈节目、

新闻节目编排四项，共收到参评作品87 件，评

出一等奖7件、二等奖11件、三等奖16件，获

奖率为 39.1%。获奖率进一步走低，增强了新

闻创优比拼激烈的程度。四项作品的评选在题

材的重大性与鲜活性、作品的深度性与可听性、

采制的规范性等各个方面，对作品评奖提出了

更高的标准与要求。

一、广播消息：题材重大，采写要有鲜活

性体现

此次评奖，提交复评的广播消息共 46 件，

评出一等奖3件、二等奖5件、三等奖8件，获

奖率低至 34.8%。较多评委呼吁，广播消息创

优，要跳出全国、全省“首个”“首例”“首次”

等简单化的新闻价值挖掘思路与模式，在抓重

大题材的同时，注重鲜活性的体现。如 《我国

首条民营资本控股铁路——杭台高铁今天试运

行》，而2016年度杭台高铁开工报道已经获奖。

又如 《今天，全国首例自诉转公诉诽谤案在杭

州宣判》，2020 年度相关作品也已获奖。此类

消息，工程或事件有新进展，需要报道，但参

与评奖的竞争力已经丧失。广播消息创优，在

抓重大题材、重要突破的同时，更要关注鲜活

性的挖掘与体现。比如，浙江之声消息 《浙江

在全国首创省市县三级医学检查互认共享》，不

仅仅凭借“全国首创”强调新闻价值，更是以

直接受益者的就诊场景导入，以“为这一句话，

大家整整努力了16年”的深刻背景挖掘，以及

诸多的鲜活细节，拿下了一等奖。同样，嘉兴

市广播电视台送评的消息 《今天起延长服役 20

年“国之光荣”秦山核电再创“零的突破”》

以扎实的采访，更显鲜活性。特别是挖掘了秦

山核电人用10年时间持续技改，实现了核电原

型堆的“脱胎换骨”，各项性能指标保持在世界

前列，重大突破性意义得到了凸显。同样，义

重大性重大性、、鲜活性鲜活性、、深度性深度性、、可听性可听性、、
规范性的规范性的比较与评判比较与评判

——2021年度浙江省广播电视新闻奖广播消息、
连续（系列）报道、新闻访谈节目、新闻节目编排评选综述

吴生华 方永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