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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研究

摘要：浙江的县级媒体融合工作一直走在全

国前列，但县级融媒体中心在发展中也遇到了各

种各样的问题。本文重点围绕县级媒体融合发展

中遇到的共性问题，在剖析问题出现原因的同时

提出解决方案，为县级融媒体中心的下一步发展

提供参考依据。

关键词：尊重专业性 县级融媒体中心 健

康发展

媒体融合不仅让县级融媒体做强了自身的移

动端，更让县级融媒体拥有了较高黏合度的粉丝

量。以笔者所在县级融媒体中心为例，德清县新

闻中心的“我德清”APP的粉丝量达到40万左

右，日活量在 3 万人左右。正是依托这一大流

量，县级融媒体在移动端的宣传工作做得有声

有色。

县级融媒体是最基层的媒体，也是与一线受

众黏合度最高的媒体。转眼间，浙江的县级媒体

融合工作已走过了五六个年头。2022 年底，通

过走访融合工作走在浙江前列的多家县级融媒体

中心，笔者发现，县级媒体融合工作在取得令人

瞩目业绩的同时，也遇到了一些共性的问题。

一、县级融媒体发展中存在的共性问题

在县级融媒体发展中，由于有阅读量、点赞

量等指标考核，各个县级融媒体中心都特别

重视移动端的宣传工作，这样的结果势必会导致

对传统平台宣传工作的忽视。

（一）传统平台宣传失去特色

县级媒体在融合的过程中，特别突出了移动

优先的这一理念。考虑到时效性，移动端呈现的

短、平、快的宣传产品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文

字+图片的方式，二是短视频方式，三是文字+

图片+短视频的方式。通常情况下，针对一条新

闻选题的前期采访，县级融媒体中心都会安排一

位融媒体文字记者和一位摄像。文字记者首先负

责撰写移动端的文稿，之后还要负责报纸、广

播、电视平台的文稿撰写；摄像主要负责拍摄现

场视频和图片，之后负责短视频的剪辑和电视新

闻的视频剪辑。由于报纸、广播、电视的文稿全

部基于移动端的文稿来完成，最后造成了广播、

电视、报纸与移动端的文稿几乎一模一样的尴尬

结果。用业内人士的话说，目前融媒体生产的电

视新闻就是报纸文稿+视频，广播新闻就是有声

音的报纸文稿。虽然说得有些极端，但这也是县

级融媒体中心现实存在的问题。

电视新闻最大的特色是新闻现场及现场同期

声的大量应用，如今“报纸文稿+视频”的方式

成了县级融媒体中心电视新闻的标配，一周或者

一个月内，几乎看不到记者的出镜新闻；广播新

闻最大的特色是现场音效的应用，如今“报纸文

稿+配音”成了县级融媒体中心广播新闻的标

配，现场音效几乎在广播新闻中消失殆尽；报纸

新闻最大的特色和优势是深度解读，然而，基于

移动端文稿生产的报纸文稿变成了就事论事和流

水账式的报道，缺少了深度和高度，让报纸的报

道变得索然无味。这样的结果，让本来已无竞争

优势的传统媒体平台变得更加岌岌可危。

（二）融合记者疲于应付

县级融媒体中心由于人员所限，一位融媒体

文字记者每天至少要采访2-3条新闻，才能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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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报纸、广播、电视等各个平台的刊播需

求。也就是说，一位融媒体文字记者每天需要撰

写8-12篇不同特色的文稿提供给新媒体、报纸、

广播、电视等四个刊播平台。这样的工作量，显

然一个文字记者是不能完成的。加之合作的摄像

只负责拍摄现场视频，不参与文稿的撰写。为了

完成任务，文字记者交给四个刊播平台的文稿几

乎是一模一样的。虽然各个平台都有自己的编

辑，但是由于前期采访不到位，现场同期声、现

场音效的缺失，导致广播、电视编辑只能对文字

进行加工编辑。

按照现有的媒体融合采访流程设置，为了防

止各个平台的文稿同质化，记者每天的采访选题

确定后，各个平台的编辑要根据各自平台的特

色，给记者提出一些具体的采访要求。外出的记

者需按照各个平台编辑的要求来完成前期的采

访。然而，现有的融合采访流程设置很丰满，但

现实很骨感。据一线记者反映，由于移动客户端

突出时效性，记者抵达新闻现场首先完成移动端

文稿的撰写，等移动端文稿撰写好了，新闻现场

活动也要结束了，广播电视需要的现场音效也错

过了采访时机。不是他们不想采，而是时间来不

及。加之，一些融媒体记者入行才两三年，他们

连报纸、电视、广播的各自特色都搞不清楚，又

如何能完成各个平台不同的文稿撰写要求呢？

（三）传统平台宣传质量下降

由于县级融媒体各个平台文稿的同质化现象

严重，使得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宣传效

果大打折扣。特别是随着新媒体兴起，传统媒体

的受众已经变得越来越稀少，中老年人和党委政

府部门人员已成为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平台

最后的受众。县级融媒体中心如果不改变这一现

状，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宣传平台恐怕连最

后的受众也会失去。

（四）一线优秀记者严重不足

受移动客户端等新兴媒体的影响，县级融媒

体中心的生存变得越来越难，创收能力大大降

低，县级媒体很难吸引优秀的年轻人才加入到一

线记者行列。同时，由于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工作

压力大、双休日无保证，每年都有1-2名在职的

优秀年轻记者考入公务员队伍。加上当地党委政

府及宣传部门，每年都会从县级媒体中心抽调一

线的优秀记者到党委政府部门从事文字工作。而

为了配合县里的中心工作，当地组织部门也会从

县级媒体中心抽调2-3名一线记者，脱产到临时

的各类专班工作，美其名曰是负责各个专班的宣

传工作。林林总总的原因让县级融媒体中心成了

一个文字记者输出地、训练场。媒体人都知道，

培养一名合格优秀的记者最少需要在新闻一线摸

爬滚打4-5年的时间，这样的记者往往是县级融

媒体中心的主力记者。由于一线主力记者的人为

流失，使得县级融媒体中心的日常宣传工作受到

严重的影响。

二、县级融媒体共性问题产生的原因

县级融媒体中心是专业的传媒机构，但在实

际运行中，人们往往忽视县级融媒体中心的专业

性，把它作为一般的党委政府部门来对待，这也

是县级融媒体中心产生共性问题的最根本原因。

（一）业务培养方面：重融合、轻特色

由于一线记者的严重不足，这些年，各家县

级融媒体中心几乎每年都在招人，有的一次性招

收7-8名新记者充实到采访一线。这些刚入行的

新记者已成为县级融媒体中心的采访主力。以笔

者所在的县级融媒体中心为例，工作1-4年的新

记者占一线采访记者的 70% 以上。由于移动端

的文稿相对要求较低一些，一般是文字+图片的

模式，新记者很快就会掌握这一写作模式，并用

手机完成图片的拍摄。为了尽快提升新记者的业

务水平，熟悉各个平台的宣传特色，县级融媒体

中心都会利用休息时间或送出去的方式加强对新

记者的业务培训工作，但是由于缺乏各个平台一

对一的一线的实际操练，加之新记者每天都需给

各个平台提供文稿，使得新记者一入行就把重心

放在了移动端的稿件上，每天忙于奔命、应付，

几乎无暇顾及各个平台特色。虽然一些文字记者

已经入行三到五年，但是依然无法完成高质量的

广播和电视文稿。

（二）业务引导方面：重文字、轻画面

由于移动优先，目前县级融媒体中心对移动

端的文稿要求越来越高，图片和视频只是移动端

文稿的一个辅助。这样的导向给一线记者传递出

一个信息，那就是移动端只重文字。经过这几年




TELEVISION

B
R
O
A
D
C
A
S
T

T
E
L
E
V
IS
IO

N

视听纵横 2023·1

▲…
…

…

………

业务研究

的运作，移动端变成了一个电子版的报纸。正

是这样的倾向，导致县级融媒体中心移动端、

报纸、广播、电视的文稿几乎是千篇一律。这

也让电视、广播正失去宣传的特色，画面、音

效变得可有可无。

（三）业务考核方面：重数量、轻质量

由于历史原因，目前县级融媒体中心各刊

播平台的版面、时长几乎保留融合前的刊播状

态。各个刊播平台每天都需要大量的文稿来支

撑运作。虽然面对一线记者人手紧张、新记者

多的现状，但是各个宣传平台每天刊播的报纸

版面和栏目时长并没有缩减。这样的结果导致

各个刊播平台每天都在等米下锅。饥不择食的

各个平台的编辑们，为了撑住版面、时长，只

能降低标准，滥竽充数，这样长期重稿件数量

轻质量的运作，不仅毁掉媒体声誉，更阻碍了

一线记者的健康成长。

（四）队伍建设方面：重上级、轻专业

由于县级融媒体隶属于党委政府的一个部

门，上级党委政府或宣传部抽调部门人员似乎

是天经地义。但是对县级融媒体中心而言，它

有别于一般党委政府部门，专业性要求非常

高。由于培养一名合格优秀的记者需要4-5年

的时间，培养一个结构合理的老中青专业梯队

更是需要 5-10 年的时间，因此一定要尊重新

闻的专业性。如果忽视了专业性，只重视上级

的指示，那么最终会导致县级融媒体中心的采

编一线队伍变得青黄不接，日常的宣传工作也

会受到严重影响。

三、解决对策

必须尊重县级融媒体中心的专业性，只有

尊重它的专业性，县级融媒体中心才能健康发

展。所谓的专业性是指大众传播者特别是新闻

传播者必须具有专业精神、专业素养和专业知

识、专业技能等特质。也就是说，新闻传播者

需要经过新闻传播教育的特殊训练，拥有一定

的专业知识和专门技能，方有从事新闻传播工

作的资格；新闻传播者须具备一定的专业理

念、专业精神和职业道德、新闻敏感；专门从

事新闻工作，并以此谋生。总之，专业性是新

闻传播者区别于其他行业部门和事业单位人员

的一个重要特点。只有强调专业性，才能让县

级融媒体中心担当起新闻传播责任。

（一）在业务培养上：重融合更重特色

面对暴露出来的问题，县级融媒体中心都

在积极谋划新的发展和新的组织结构框架。县

级融媒体中心在坚持移动优先的前提下，应该

根据各自的实际，做到有所取舍，有所侧重，

全力推进媒体融合工作。

1.缩减传统平台的版面或时长

面对一线记者长期人手短缺的现状，县级

融媒体中心可以对原有的报纸版面、电视栏目

时长进行适当的缩减。通过缩减，能够让一线

记者腾出手来，精耕移动端、报纸的深度报

道，做强电视、广播报道，真正实现媒体的良

性融合。

2.注重不同平台的特色培养

县级融媒体中心在注重融合培养的同时，

一定要注重特色的培养。比如，要专门培养几

位主攻移动端、报纸深度报道的文字记者，重

点培养几位主攻电视、广播报道的文字记者，

重点培养一些主攻短视频的摄像摄影人才等。

通过这种有所侧重的专业化培养，让县级融媒

体中心的各个宣传平台各放异彩，不断提升宣

传力度和宣传水平。

（二） 在队伍建设中：要建章立制、稳

队伍

针对党委政府部门任意抽调一线采编人

员，造成一线采编队伍不稳定的现状，县级融

媒体中心要积极争取上级党委政府的支持，最

好形成会议纪要或制定出台县级融媒中心有关

专业人员的管理办法，通过机制排除人为干扰

因素，从而确保县级融媒体中心一线采编队伍

的稳定。

县级媒体融合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更不

是简单的物理融合。目前，县级媒体的融合正

处于发展的关键期，融合过程中遇到问题是必

然的。遇到问题一定要正视它，并想办法去解

决。只有在融合的过程中，做到尊重专业、尊

重科学，县级媒体的融合工作一定会向纵深发

展，实现宣传、效益双丰收。

（作者单位：德清县广播电视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