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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传播之我见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弘扬革

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

任。曾经高扬“浙江红旗第一飘”的台州，是浙

江红色革命的先发地之一，红色的血脉流淌在台

州的山海之间，构成台州独特的红色基因和精神

特质。台州各级广播电视台发挥融媒优势，善用

融媒手段，在“建党百年”宣传中进行有益尝

试，探索了地方媒体传播红色文化基因的有效路

径。本文以台州各级广播电视台建党百年节目为

例，探讨融媒体时代地方主流媒体传播红色文化

的着力点和提升方向。

一、地方红色文化传播的四个着力点

（一）突出地域优势传播红色文化

台州蕴含着丰富的红色根脉资源，有以亭旁

起义为代表的“浙江红旗第一飘”，有以一江山

岛战役为代表的海陆空“三军首战”，有以大陈

岛垦荒为代表的大陈岛垦荒精神等。这些红色资

源内蕴人、物、事、魂，有着地域的亲近性、生

动的故事性和感人的精神力量。在建党百年报道

中，台州各级广播电视台对这些红色资源进一步

深入挖掘，精心策划，成系列播出，将人、物、

事系统地全方位展现，让红色文化与时代精神合

拍，更好地用红色文化之魂滋养普通百姓。

《寻访红色“第一”记忆》是台州市广播电

视台联合各县市广电台策划推出的“学党史 庆

百年”七大新闻行动之一，以台州各地百年来涌

现的带有“第一”标签的标志性人物与事件为主

要内容，重读红色地理，再现红色记忆。如台州

第一个党组织建立、浙江省第一个苏维埃政权诞

生地、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二师诞生地、浙东

浙南部队第一次胜利会师等。这一个个带有“第

一”标签的印迹，如一颗颗闪光的珍珠，串起城

市的过去和未来，也赋予这个城市独特的红色文

化气质和风貌。同时，作为生活在城市中的每一

融媒视域下融媒视域下地方红色文化传播的有效路径地方红色文化传播的有效路径
周薇薇 王雪梅

稿，但其实很多亮点是在现场。现场主持人要善

于捕捉和发现甚至去寻找，也要根据现场情况及

时作出新的环节设置。在“无限丽水”一次“万

人健步走”的微直播中，启动仪式结束后，由于

现场人群撤离缓慢，原本设定的访谈环节不能及

时开始。考虑到播出行走队伍过程太长，画面太

单调，主持人现场临时决定增加采访，并积极寻

找采访对象，结果现场采访到的6岁小孩和84岁

老人成了直播的亮点。面对现场缓慢的行走队

伍，主持人还临时穿插现场解说，整个直播效果

体现了直播团队充分的事前准备和专业水准。

在直播现场，“无限丽水”直播团队时刻提

醒主持人要有镜头感，要注意自己以什么样的姿

态对向镜头，包括帮助受访者调整好位置和姿

态。进行现场采访时，不能对某一位采访者进行

过多的采访，切忌一站只采访一个人的情况发

生。在人员众多时，要灵活转移话筒，尽量使采

访做到内容简洁、人员丰富。微直播这种通过手

机传播的平台，受众很难忍受冗长而单调的采

访。面对错综复杂的直播现场，主持人除了要重

视细节捕捉，还需时刻注意导向把握，才能明智

地处理和解读新闻事实。

从丽水台多次的融媒体直播效果看，简洁、顺

畅是融媒体直播最重要的成功要素。环节设计要简

单易于操作，采访要短小精悍，避免冗长。特别是

转场时的衔接，要重点演练，避免出现失误。

电视媒体引入移动端直播模式，实现网台联

动，扩大了节目的传播范围，优化了传播效应，

也大大提高了媒体的快速反应能力，降低了电视

媒体直播的成本，还能丰富电视媒体与受众互动

的渠道和手段。媒体从业人员只有与时俱进、加

强培训，才能让融媒体时代的直播模式更好地服

务于受众，进而获得更广阔的发展前景。

（作者单位：丽水市广播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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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传播之我见

个个体都会因为“第一”而难忘和自豪，并油然

而生对历史的敬畏、对未来的期许。

黄岩区广播电视台则推出《建党百年看百村

变化》系列报道以展现小村蜕变，追忆红色历史，

呈现发展成果，凝聚精神力量。温岭市广播电视

台推出的原创系列红色广播剧《曙光丰碑》，以声

音的形式讲述温岭英雄感人的革命故事。节目选

取了温岭不同历史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八位英烈。

通过沉浸式的人物对话和旁白讲述，让故事情节

与英雄人物相辅相成，辅之以多元素的场景音效，

追求完美还原现场，较好地体现了故事的沉浸感

和真实性，广播剧收到了较好的社会效果。

（二）关注青春力量传播红色文化

学习党史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台州各级

广播电视台抓住建党百年历史契机，充分展示台

州独特的红色基因和精神特质，弘扬社会正气，

引领时代精神，同时让青年成为活动主角，激发

感悟与传承的青春力量。

温岭市广播电视台推出的系列专题节目《先

驱的足迹》，以“青年党员讲党史”为主题，邀

请部分青年党员讲述温岭百年革命历史时期涌现

的革命先驱者的动人故事。这些革命先驱在风华

正茂的年龄为革命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年龄

的接近、地域的贴近更容易产生情感的共鸣，激

发青年党员在鉴往知来中砥砺前行的奋斗激情。

温岭市广播电视台以新闻为民“小虎队”重

访老区新闻行动，点燃年轻人传播红色文化的热

情。“小虎队”由年轻记者组成的温岭融媒新闻

为民品牌团队。2011 年建党90 周年之际，5名

成员专程走访报道了红十三军二师成立地坞根寺

基村等6个革命老区。10年后，全体成员带着当

时的报道一一重走旧地，回首老区百年变迁，探

访美丽乡村建设新变化，和老区群众一起展望更

加美好的明天。掌上温岭app还专门为本次新闻

行动开设了专题，吸引了众多年轻人关注参与，

每篇阅读量都超过10万+。

台州市广播电视台推出的广播节目《音乐党

史课》则努力用年轻人喜爱的语态和方式，创新

表达，以百年党史为脉络，以精挑细选的红色歌

曲为纽带，通过音乐+解读+影视画面等多维度

呈现方式，将红色歌曲与党史教育有机融合，展

现了中国共产党一百年来波澜壮阔的发展进程，

融艺术性、趣味性、教育性于一体，变照本宣科

为身临其境，变理论灌输为音乐感，让更多年轻

人在音乐中学党史、悟思想。

（三）以国际化视野讲好地方故事

随着我国与世界各国交流合作的日益扩大，

对外宣传逐步由国家级媒体参与扩展到各级地方

媒体加入。在建党百年报道中，台州市广播电视

台首次尝试对外宣传，推出《建党百年 老外看

台州》融媒体系列节目。通过采访在台州工作、

生活的外国人的亲身经历、所闻所见所感，借外

国人的眼、外国人的嘴，生动讲述了百年辉煌的

台州故事，令人耳目一新。

比如，台州洋女婿罗博、摩托车设计师罗德

里戈、缝纫机销售经理南达、从事环境科学研究

的博士迈克尔、营销总监万子瑞在台州的经历和

故事。他们辗转世界各地，最终用脚把心仪的票

投给了中国台州，因为这里不仅有优美的自然风

光、诱人的舌尖美食，还有良好的社会治安管理、

文明的城市居民，以及活力创新的城市未来。

《建党百年 老外看台州》系列节目是地方台

参与对外宣传的一次新尝试，通过节目在各网络

社交平台播发，分享国际友人在台州工作、学习

和生活的经历，有助于引导海外网民客观看待中

国的发展，提升台州的对外城市形象。

（四）融合传播，效果“破壁出圈”

媒体所叙述的事、所占的理、所具备的情、

所蕴含的美，作为重要元素，共同参与了影响力

构成。①在建党百年宣传报道中，台州各级广播

电视台立足当地红色文化资源，用全新的视角创

新构成“红色现场、融合表达、年轻语态”的生

动整体。

1.连续性、系列化播出。如《寻访红色“第

一”记忆》采用主持人出境，与讲解员讲解相结

合。《先驱的足迹》以先驱人物的故居、纪念地、

旧物、信件等入手，以老物件连接历史和今天。

一样的编排结构方式、统一的风格特点、系列化

的传播方式，增强了受众收视黏性，形成具有地

域文化特征的节目品牌形象。

2.大小屏联动。如《建党百年 老外看台州》

融媒体系列节目以一周一期的频次在电视、报纸、

新媒体同步刊播，内容表现形式遵循不同媒体特

点稍作调整，如电视采用系列报道、主持人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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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传播之我见

的方式，新媒体则制作了3分多钟的视频，采用

人物自己讲述的形式。台州各主流媒体同步推

出这一组报道也有助于形成宣传合力，扩大

声势。

3. 多媒体语言运用娴熟，让镜头讲故事。

在建党百年电视节目中大量运用航拍镜头，增

加了画面信息量，为故事做了时间和空间的铺

垫。同时为了生动挖掘节目的可看性，采用了

大量影视镜头以及虚化等还原现场式镜头，在

渲染故事气氛的同时，增加故事的可信度。画

面剪辑和配乐节奏和谐流畅，与解说和配音融

合自然，唤起受众内心的情感共鸣。

4. 短视频发力。目前短视频已成为网络

传播的中坚力量，拥有庞大的用户群体，在

建党百年宣传报道中，短视频创新创优也成

为台州各级广播电视台发力的主战场，除了

大小屏联动播出，还创作了大量集传统媒体

内容创作优势与新媒体语境表达为一体的短

视频佳作，如台州市广播电视台制作的 《百

年初心·幸福台州百部短视频展播》《台州女

性百年百人百事》 等，这些短视频内容紧凑，

短小精悍，易于传播，红色文化快速成为微

信朋友圈高频率发送的题材，人们从中收获

的不仅是震撼和铭记，还有奋进前行的力量。

据统计，台州市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端 《无

限台州》，每天的点击量超过 130 万，有时甚

至超过200万。

二、地方红色文化传播的三个提升方向

这次建党百年报道是对受众的一次丰富的

红色展示，一次生动的党史教育，一次最实际

的思想洗礼，也是对媒体传播红色文化的一次

最难得的实践。总结和思考其中的得失，认识

其中的长处和短处，对于更好地传播红色文化

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一） 要以政治的高度、历史的深度、视

域的广度传播好红色文化

地方媒体作为党的重要宣传阵地，需充分

认识到传播红色文化的重要性和使命感、责任

感，站在更高的政治站位，以历史的纵深和广

阔的视域，跳出区域看区域的发展，捕捉城市

历史变迁、重大事件和生动故事。

（二） 聚焦本土，用润物无声的方式传播

红色文化

对本土文化的深入挖掘是地方媒体内容创

新的源头活水，是收视竞争的不二法宝。地方

红色文化也是地方本土文化的内容之一，对地

方红色文化的选题策划和内容挖掘也要注重文

化内涵和地域特色，从而形成向内凝聚文化认

同，向外展现乡土风貌的功能传播和共情表达。

在这一点上要努力争取地方党委政府的支持和

引领，广泛争取相关部门的默契配合，全方位

统筹社会资源，既为内容创新提供源源不断的

创意活水，也为全民参与，扩大节目影响力提

供机会。要善用融媒手段，将城乡大地那些亮

丽的画面、生动的故事，通过有创意的报道形

式展现出来，让受众一睹为快，在润物无声中

引发情感共鸣，逐渐将文化内含的精神力量转

化为群众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

（三） 营造专业、专注、匠心的媒体文化，

为红色文化传播提供人才助力

一个优秀产品的诞生需要好的创意，需要

在视觉层次、景别、色彩、构图、节奏等方面

追求精致的创作者，这样的创作者不会是靠绩

效考核造就的，是靠良好的媒体文化激发的。

地方媒体应该努力营造一个热爱党的新闻事业，

追求匠心卓越的工作氛围，让记者编辑能够在

自己的岗位上专业、专注，匠心追求，并能辛

勤耕耘多年不言弃。

三、结语

面临新时代的要求和新媒体快速迭代的挑

战，坚持政治性、思想性、时代性、艺术性和

可看性等要素的有机统一，是媒体人孜孜以求

的专业精神和奋斗目标。地方媒体要不断创作

出优秀的红色文化作品，探索创新红色文化传

播的新形式、新方法、新渠道，更好讲述红色

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为新时代发展提供源

源不竭的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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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黄岩区广播电视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