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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传播之我见

用户渴求独家内容和独特玩法，“Z 视介”以差

异化竞争为突破口，在提供优质视听内容的同

时，不断探索新打法、新玩法。如“国潮艺风部

落”通过360°VR/AR 技术让观众沉浸式、全

感官的欣赏“宋韵今辉艺术特展”“纸本水墨”

等艺术带来的视听奇观，让文化“动”起来、古

今“通”起来，通过科技赋能，突破时空和媒介

界限，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飞入千万百姓家。首

页“非遗”版块以“短视频+电视综艺节目”形

式向大家呈现我国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传统手

艺内容，让用户更加全面了解我国非遗文化，进

一步弘扬非遗文化、推动非遗保护、促进非遗传

承。首页“亚运”版块内“亚运部落”设置“互

动投篮王”“接住萌宠”“冠军挑战赛”等挑战类

互动游戏及线上答题等方式，让用户在解锁更多

好玩、有料、有趣的体验的同时，科普亚运知

识，寓教于乐。“奔跑吧青春部落”则以在线完

成任务赢得Z币，当Z币数量达到可兑换的礼品

币值时，用户可兑换《奔跑吧》综艺明星同款服

饰、明星限量签名照，以及兑换虚拟好物家具装

饰“我的部落”，通过解锁更多好看、好玩、有

料、有趣的表现方式，提升参与感、体验感，强

化大众粘性。元宇宙概念的使用也在“Z 视介”

启动上线仪式直播中得到体现。每个用户通过虚

拟现实技术置身于大会启幕现场，一同见证传播

新物种的全新启航。这一沉浸式体验也为用户提

供了强烈的仪式感。

（来源：《网络视听评议》普刊第14期）

摘要：应急突发事件具有突发性、信息量

大、新闻价值高、传播速度快等特点，愈发引

起社会各界关注。本文梳理应急突发事件的概

念及传播特性，举案说理，探索应急突发事件

融媒传播的三大策略：快速响应、及时发布；

持续跟进、专业表达；把握基调、正本清源。

关键词：突发事件 应急广播 融媒传播

一、应急突发事件传播报道演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总则第

三条规定：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可能

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

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害、公共卫生事件和社

会安全事件。应急突发事件的传播在我国总体上

经历了四个时期的演变。

一是计划经济时期，应急突发事件的传播

受到极大限制。例如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

生7级地震。次日，《人民日报》发布两则报道，

并未涉及受灾情况，至于灾难的伤亡人数只是在

3 年后才得以公布。当时公众的知情权形同虚

设，报喜不报忧是应急突发事件报道的常态。

二是改革开放初期至 20 世纪末，应急突发

事件的报道逐步放开。比如，1988年8月7日，

长江九江四号闸附近发生决堤事故，《中国青年

报》不仅宣传救灾精神，还报道了调查组对事故

原因的分析，探讨如何提升防灾能力。伴随着思

想的解放，公众的知情权得以重视，应急突发事

件的报道比以往更加透明。

三是 21世纪 00年代，应急突发事件的传播

呈现公开、及时的特点。比如，2008年5月12

日汶川地震，多家媒体记者第一时间赶赴救灾前

线，发布大量现场消息。时任总理温家宝代表政

应急突发事件的融媒传播探索应急突发事件的融媒传播探索
——以浙江应急广播FM93交通之声为例

金亦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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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传播之我见

府表达欢迎境外媒体报道灾情。有关汶川地震

的报道在国内外广泛传播，赢得国际舆论的

支持。

四是2010年之后，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

到来，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新媒体平台蓬勃

发展，应急突发事件从有限传播转向“全民发

声”，情况变得复杂多样。比如，2019年12月

以来，随着新冠疫情爆发，一时间网络上的各

类消息铺天盖地，既有一手的鲜活资料，也不

乏一些谣言、非客观理性的讨论，应急突发事

件报道面临空前的挑战。

二、应急突发事件传播报道的策略

应急突发事件具有突发性、信息量大、新

闻价值强、传播迅速等特点，容易引起社会各

界关注，融媒传播需要遵循科学、有序、可控、

有效的原则。FM93交通之声自2015年被浙江

省政府授予“浙江应急广播频率”以来，围绕

中心工作回应公众关切，积极探索融媒环境下

应急广播的传播报道策略。

（一）快速反应，及时发布

2016 年 11 月，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全

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实施细则》中明

确指出，对涉及特别重大、重大突发事件的政

务舆情，要快速反应，最迟在5小时内发布权

威信息，在24小时内举行新闻发布会，持续发

布权威信息，有关地方和部门主要负责人要带

头主动发声。

媒体要充分理解应急突发事件给公众带来

的焦虑情绪，以及公众急切需要获取真实、正

确信息的渴望。在突发事件发生后，作为相关

的单位和机构，应该第一时间举行新闻发布会，

发布新闻通稿、情况说明等内容，以正视听。

媒体应该在事发现场，以现场新闻呈现真实可

靠的消息。如果相关信息不能快速、准确地传

递给公众，则容易引发恐慌，甚至造成社会的

不稳定。

比如，2021年4月19日，杭州野生动物世

界的3只金钱豹脱逃。杭州野生动物世界管理

人员决定向政府主管部门及社会公众隐瞒该事

件，并自行组织力量搜捕。2021 年 5 月 6 日，

有村民报警称，在当地龙门坎村的山林中发现

一只疑似豹子的猫科动物并拍下照片，有关部

门随即到现场附近核实。当时，杭州野生动物

世界、杭州动物园均表示没有动物出逃。豹子

出没的社区居民多以老人、小孩为主，当地居

民产生了恐慌，此事也在网络上持续发酵，引

发全国关注。

经过调查，杭州市政府在5月10日举行新

闻发布会，详细公布了事发经过和工作进展及

处理意见，并介绍了下一步要采取的针对性措

施，及时回应了社会关切。杭州市野生动物世

界本该在发现有动物出逃后的第一时间启动紧

急预案并公之于众，却在事件发酵后瞒报，迟

迟未发声明，导致错过了最佳搜救时间，也让

事态进一步扩大，最终造成了恶劣的舆论后果。

（二）持续跟进，专业表达

应急突发事件报道往往不是一蹴而就的，

除了第一时间发布权威消息外，还需要对事件

持续跟进，引入专业的表述，调动专业人员，

进行客观中立的分析，为公众答疑解惑。

2021年迎战台风“烟花”期间，浙江电台

交通之声首次联合气象部门建立台风应急特别

直播公共信号，在受台风影响较大的现场，气

象主播“天天”跟随气象“追风车”实时进行

广播连线，从专业视角报道现场情况。气象专

家则坐镇演播室分析，及时讲解防台避灾知识，

给公众提供专业解读和解答。同时，在“北高

峰”客户端建立专题页面，将权威发布、现场

直击、抗台锦囊等内容集纳发布。在现场报道、

演播室评论、融媒体呈现这三个层面凸显专业

化，保障了应急突发事件报道的权威性和可

信度。

除了内容的专业性，还需要注重表达的专

业性。比如，在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

通事故首次新闻发布会上，时任铁道部新闻发

言人面带微笑回答提问，说出“至于你信不信，

我反正信了”的论调，引发民众不满。在掌握

事实的基础上，应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开放

透明的原则，以真诚、负责的姿态面对公众。

防止应急突发事件的不专业发声，降低新闻发

布和政府应急处置部门的公信力。

（三）把握基调，正本清源

主流媒体在应对突发事件处理过程中往往

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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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应急突发事件中的传播报道，在危机与困

难中彰显人的闪光点，弘扬社会正能量。

2019 年 8 月 27 日晚，G15 沈海高速猫狸

岭隧道货车起火事故，造成 5 人死亡，31 受

伤。事故发生当晚，浙江电台交通之声是唯一

一家进入事故现场采访报道的媒体，台州驻站

记者王维第一时间赶赴猫狸岭隧道，和救援人

员一起深入现场，彰显了应急广播媒体的责任

担当。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在坚持新闻真实性的

同时，积极挖掘现场救援故事。比如报道中呈

现了当晚最先到达现场的一辆警车，车上3名

高速交警连同他们救下来的1名货车司机，被

困在隧道内长达1个多小时。期间，4人用尿

液捂住口鼻自救、互相打嘴巴保持清醒，尤其

是通过微信语音在工作群求助时，艰难喘气的

声音让人动容。在随后的报道中，记者通过融

媒传播方式，将救援中的细节如实呈现。这则

救援故事通过交通之声官方微信刊发后，被省

内外媒体广为传播，引发了受众对“逆行者”

的感动和点赞。

在应急突发事件中，主流媒体还应该依托

媒体属性，积极介入救援，推动事件发展。

2021 年 7 月 25 日台风“烟花”登陆浙江。就

在高速进出口大量关闭的时刻，浙江电台交通

之声接到听众求助，舟山普陀一位主动脉夹层

破裂的老人需要急送上海就医，而此时因为台

风影响G9211甬舟大桥已经双向全桥封闭。交

通之声立刻联动舟山、宁波、嘉兴交警，紧急

联系上海各相关单位，全程陪护病人前往医

院，并对整个送医过程进行了视频和图文直

播，最大程度发挥应急广播的作用。此次直播

被多家媒体转载，仅《人民日报》微博号直播

的观看量就超过560万人次。

三、应对应急突发事件的机制建构

在实现应急突发事件融媒传播策略的过程

中，临时抱佛脚是行不通的。在平日的工作

中，需要建立起相应的应急机制，做到“事前

有预案，事中有机制，事后有反馈”，从而确

保传播策略的落地实施。

事件发生前，要在内部建立应急宣传工作

协调组，设置应急宣传预案，完善信息传输、

审核与发布流程，实行24小时待命工作机制，

既能系统作战，又能各司其职。同时，与外界

各部门、各单位持续交流联系，做到信息传播

的平稳有序。

事件发生时，在同一平台需统一口径进行

信息发布，各业务口各司其职，协调联动，积

极与其他媒体平台资源共享，提升效能。通过

对舆情的监测与研判，及时发现网民普遍关注

的事件进展、意见建议和诉求，引导相关部门

加强与网民的互动，对各类问题给出及时准确

的回应。

事件发生后，及时进行内部复盘，警惕舆

情隐患，不断优化现有机制，形成闭环，为今

后的应急突发事件传播报道打下坚实基础。

2022年12月，随着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

全社会正在经历新考验，作为应急广播浙江电

台交通之声，根据频道应急突发宣传预案快速

反应精心策划，第一时间推出 《保健康 防重

症》疫情防控应急融媒大直播，全天候回应关

切。把广播与北高峰客户端联动，有机串联最

新动态、权威服务、专家解答等硬核内容；鲜

活呈现“阳康”日记、居家故事、网课时间等

真实生活；多样态制播科普类公益宣传产品；

并在北高峰客户端“浙里直播”应用上线互联

网医院功能，实现足不出户问诊开方，从而努

力回应群众关切、稳定公众情绪、倡导科学积

极应对。本次直播与以往最大的不同在于，采

编播人员大量进入“阳”群，使得采编力量遇

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此刻“无论身在何处，

时刻都是应急战士”的氛围“拉满格”，梯队

作业的应急措施进入实战，不论之前身处哪个

岗位，那一刻大家都是报道的生力军。大家把

信息汇聚到新闻中心的“中央厨房”，在编辑

统一把关、领导统一审核后，有效保障了内容

的鲜活、服务的贴近。通过这一轮战疫报道的

文化认同、应急响应再次通过实战得到了深化

与提升。

（作者单位：浙江电台交通之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