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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第 48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

报告》显示，截至 2021年 6月，50岁及以上网

民占比为28.0%，较2020年6月增长5.2个百分

点。在数字化、老龄化并行的今天，老年网民

在所有年龄段网民群体中，增速最快，是 2021

年国内网民人数的主要增值点。近 3年的疫情，

让很多人生活习惯、收视习惯都有了改变，如

何针对老年群体进行融媒创新传播，参与、表

达、融入老年群体的生活与精神，更好地服务

这个群体，值得深思。浙江电视台教科影视频

道紧扣融媒和创新，在传播渠道和内容生产上，

增强与老年群体的黏合性与互动性，提升其获

得感和体验感，将大屏端的老年群体拓展为小

屏受众。

关键词：后疫情时期 老年群体 融媒创

新传播 服务性

一、健康类节目融媒传播 增强老年群体

粘合性和互动性

今年爆火的健身教练刘畊宏凭借 《本草纲

目》 毽子操“出圈”，成为直播界现象级博主，

这与疫情时期的宅生活方式、民众对健康追求

和娱乐性的统一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如何享

有更健康、更绿色的生活，是各个年龄层追逐

的目标。

新冠肺炎疫情对于老年群体的风险更高，

而老年群体对这类新发传染性疾病的预防措施

和认知水平明显偏低。比如在疫情初期，微博

上出现了一系列热门话题，年轻网友纷纷讨论，

该如何说服父母戴口罩，微博话题“说什么也

不愿意戴口罩的固执长辈”阅读量高达 4.5 亿，

讨论量达 18.4 万。与互联网铺天盖地的年轻人

叙事和“全民抗疫”对比鲜明的是，中老年人

的防疫话语在网络上却是缺失的。如何在这一

时期，开展针对中老年群体的健康传播干预策

略，为处于健康弱势群体的老年群体科普新冠

肺炎疫情的风险应对方式，指导他们居家做一

些基础锻炼，强身健体，这就需要适合这个年

龄层的“刘畊宏”们来引领。

健康类节目因其实用性、知识性，一直在

老年群体中广受欢迎，但又因为传统电视类健

康节目的参与度低，形式过于单一，已无法满

足老年群体的受众需求。教科影视频道开设的

《养生大国医》通过融媒直播，贴合时令，选择

当季最适合的养生方法和疾病防控指南，开设

大国医视频号、公众号，通过融媒传播大大加

强了栏目的功能性和互动性，不仅收纳了所有

的直播回看和精彩片段，还在公众号上开设了

“在线客服”“名义推荐”“健康购”等版块。这

些功能让老年群体的需求得到了满足，所以栏

目在老年群体中的受众黏性特别高。在直播互

动中，老年用户的比例占到了大部分，这类粉

丝群体也会转化到频道其他栏目中去。

二、正能量事件融媒传播 提升老年群体

体验感和获得感

老年群体因人生阅历丰富，他们对社会的

突发事件有着强大的关注度，根据浙江电视台

教科影视频道多次突发事件直播的观众参与度

分析，老年群体的观众人数多、忠诚度高。

以 4 月 19 日，教科影视频道对象山救援搁

浅抹香鲸事件报道为例，参与留言互动的中老

年网友人数众多。当天，一头抹香鲸搁浅我省

象山海域，教科影视频道第一时间联络当地应

急部门，并连线海洋专家，除在电视端及时播

出动态消息外，同时在 《小强热线》、牛视频、

浙江电视台新闻频道三大融媒矩阵以网络直

播+短视频的形式推出融媒报道。救援的 20 多

个小时内，三大融媒矩阵陆续发出10余条短视

频，网络直播跨度超12小时，动态更新抹香鲸

救援最新进展。24 小时内三大融媒矩阵短视频

曝光量约 5000 万，网络直播观看量超 300 万。

短视频 《鲸鱼，加油！60 吨重鲸鱼正在被拖向

后疫情时期老年群体的融媒传播创新后疫情时期老年群体的融媒传播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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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海》 等被央视新闻客户端和中国蓝新闻客户

端等众多媒体迅速转发，上千万网友共同见证

生死营救全过程。

因为在大小屏同步直播，老年群体可以充

分选择自己的收视习惯，碎片化的短视频，更

能突出重点，简明扼要让老年群体一目了然，

并能反复观看重点片段。在救援刚展开时，现

场画面单一且信息缺失严重，教科影视频道及

时联络专家，从抹香鲸习性、救援方式等多方

面展开报道，使网友对抹香鲸救援有了更深入

的了解，也更能理解海洋保护的重要性。这些

深入浅出的科普可以让各个年龄层的人都能在

最快的时间内知道抹香鲸的习性，也更能意识

到现场救援的不易。

从本次直播与网友互动，以及对评论区解

答各种问题来看，老年群体也有他们强烈的参

与意识和好奇心。对于他们的这些疑问，记者

及时联系专家，进行针对性的回复，消除疑虑，

加强沟通，让老年群体如亲临现场，参与到这

一场盛大的营救中来。这对于他们的体验感和

获得感是很大的。

三、慢直播上线 以沉浸式方式陪伴老年

群体

疫情期间，央视频联合中国电信推出的

《疫情24小时》慢直播，一经上线，爆红全网，

上亿网友同时在线“云监工”两“神山”方舱

建设的全过程。慢直播由此在后疫情时代全面

铺开。这对老年群体来说是一次信息接收方式

的全面升级。

老年群体因大多不再受工作限制，有大量

的自由时间可以随意支配，于是看视频，获取

信息，得到交流，驱赶孤独感成了他们的一项

精神活动。据 《2020 老年人互联网生活报告》

显示，超过 10 万老年人日均在线超 10 小时。

慢视频因其信息量输出节奏缓慢，可以让老年

群体一边观看，一边从事家务或运动，在精神

上有参与群体事务的充实感。

教科影视频道多次推出慢视频，时长从 4

小时到 7 天不等。2021 年国庆期间的 《温暖回

家路》，通过省内多条高速公路的视频信号慢直

播了 7 天。这让很多等待归家孩子的老年群体

有一种“云迎接”的仪式感。今年年初慢直播

《浙江多地开始下雪》，也让雪天出行不便的老

年群体，看到了雪景，了解了各地的雪情。《近

600年来最长的月偏食》《八月十八潮，壮观天

下无》 这些慢直播，让老年群体“老有所学，

老有所乐”，足不出户，就能欣赏到第一线的奇

观大景。慢直播让老年群体获得沉浸式陪伴感，

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他们的孤独感，这从多次慢

直播的网友留言中就能体现出来。有老年网友

留言，看到海宁潮的慢直播，想到年轻时观潮

的意气奋发，感慨万分。

四、品牌电视专栏融媒传播 老年群体实

现大小屏自由切换

老年群体随着生理机能的衰退，躯体老化

引发的听力视力下降，同时伴随信息处理能力、

学习能力、记忆能力、理解能力的下降，使他

们较难处理复杂的信息。在制作面向这一群体

的融媒节目时，需充分考虑以上因素，把握好

视频的节奏与信息量。

《小强热线》栏目是教科影视频道的重点民

生新闻栏目，开播近20年积累了巨大的品牌影

响力和观众基础，也已在移动端积累了一千多

万粉丝。栏目努力挖掘自身的传统优势，以贴

地飞行的方式，寻找鲜活素材，力争从老百姓

的小日子里，反映出时代变革的大主题。这些

内容都强烈吸引着伴随栏目20年的忠实中老年

粉丝群体。视频号“小强说”一经推出，他们

纷纷转化成小屏受众，在视频号中留言，表达

在小屏幕上见到多年大屏上老朋友的欣喜。“小

强热线帮忙团”和“小强说”的融合传播，进

一步做强了“小强”IP。从 3 月底到目前，“小

强说”全网粉丝增长30多万，目前全网粉丝总

量达到284万，其中不乏伴随多年的老年朋友。

“小强说”标题字号大，时长都在 1 分钟左右，

每个视频事件简短，脉络清晰，主持人小强统

一的输出更具标识化，十分符合老年群体的收

看习惯。

五、结语

老年群体对于传统媒体有着天然的亲近与

路径依赖，由传统媒体孵化出来的新媒体平台，

他们也更能接受与信任，推动传统媒体+新媒

体的融媒传播，不仅能丰富这个群体的信息获

取能力，还有利于将大屏上的忠实观众转化为

新媒体的新生流量，最终达到双赢的效果。

（作者单位：浙江电视台教科影视频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