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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互联网用户时间“碎片化”和网络

信息技术的发展让短视频成为人们获取信息和

消遣娱乐的重要方式。地方媒体要想获得传播

力、影响力、引导力，必须适应潮流，走发展

短视频路线。目前而言，各大媒体争相发力短

视频新闻，使得新闻短视频的发展取得了一定

的成绩。但是短视频新闻传播依然存在着诸多

不足，新闻媒体需要正视其不足，有针对性地

探寻解决办法，才能让短视频新闻传播获得更

加长远的发展。

关键词：短视频新闻 地方媒体 新闻

传播

当前，伴随着大量受众群体流向新媒体，短

视频迅速崛起，据《中国短视频行业现状深度分

析与投资前景预测报告 （2022-2029 年）》 显

示：2022年3月，短视频行业月活跃用户规模达

9.25 亿，渗透率达到 78.2%，使用时长持续增

长。①可见短视频已经成为网络用户生活和工作

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众多媒体都将短视频作为媒

体融合发展的重要方向，以通过打造短视频新闻

产品来吸引受众。但短视频新闻在发展过程中，

各种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如用户黏度不高、平

台监管力度不足、时长和深度难以兼顾等问题，

阻碍了短视频新闻的发展。需要加强对当前发展

中所存问题的梳理，逐步探索解决之道，才能让

短视频新闻获得持续健康发展。

一、当前短视频新闻传播的困境

（一）用户黏度低

用户黏度越高，证明媒体在用户心中的重要

程度越高，反之亦然。但就目前而言，短视频新

闻的用户黏度并不理想。用户面对海量的短视频

信息时，往往是随机浏览、以走马观花的方式筛

选观看内容，很难深入了解信息，深度关注新闻

媒体。加之大数据推荐机制，让用户更多关注某

一类新闻信息，而非某一个新闻媒体发布的新闻

信息，用户很难形成稳固的粉丝群体。用户在面

对短视频新闻时很难转化为粉丝。即便转化为粉

丝，也会在几次推送短视频新闻之后，因为用户

的反馈不佳，系统不再主动推送，用户也会从粉

丝成为活跃程度低的“僵尸粉”。

（二）原创作品“短”而不“精”

媒体融合让信息行业的门槛大大降低，一个

人就可以是一个自媒体。同时整个新闻生产、发

布、传播、反馈的过程都逐渐向高效率、低成本

的方向发展。用户可以获得不同形式、不同视

角、不同观点的新闻内容，让新闻信息更加丰富

多元。但是，当前网络上却充斥着大量粗制滥

造、千篇一律的新闻产品，部分媒体在新闻叙事

方面，没有适应短视频新闻传播的特征，从而有

针对性地制作新闻内容，也没有结合用户的使用

习惯，更没有配合网络发布平台的数据算法。无

论是内容深度，还是呈现形式，都平淡无奇，难

以激发用户的情感共鸣。

（三）平台监管机制不完善

平台监管不力加剧了网络上不实新闻甚至是

低级趣味内容的出现。这类信息有的是报道角度

有失偏颇、不够客观；有的拍摄内容剪辑混乱，

拍摄角度不恰当，容易误导受众对事件的理解；

有的新闻标题故意夸大、扭曲事实。这类题材往

往能刺激用户神经且具有较大争议，进而获取可

观的流量。究其根本，是因为流量成了评判新闻

短视频新闻传播困境短视频新闻传播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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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优劣的重要标准，导致一些媒体过于追求流

量和经济效益，弱化了新闻内容的社会价值。平

台的监管尚未对这类现象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

大多是在新闻内容引起了广泛传播之后，才进行

事后处罚，难以从根本上扼制此类不良新闻内容

的出现。

二、短视频新闻传播优化策略

（一）优化用户体验，提高用户黏度

在算法推荐的影响下，用户的黏度更加依赖

作品本身的质量。短视频新闻首先要关注用户刚

性需求，然后针对性地去生产新闻产品。在具体

实践中，可以通过媒体现有的用户反馈数据来分

析当前用户的需求偏好，深入研究这类用户的年

龄、性别、学历、职业、生活爱好、思维理念等

特征。随着用户画像越来越清晰，方向也越来越

明确，再依据用户的偏好针对性地定制内容，并

不断收集反馈信息，优化调整，最终打造符合用

户群体审美要求的新闻内容，有效强化用户黏

度。作为本地主流媒体，“越牛新闻”在短视频

创作中，始终关注用户的刚需信息和正能量，尤

其是疫情期间，通过短视频为新政策、新举措划

重点、摘关键，提供了超多权威信息，被网友们

亲切称为“行动指南”，多条视频获得了近千万

的点击量。

其次要利用优势平台，为自有平台引流。当

前能发布新闻短视频的平台非常多，如具有代表

性的优势平台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等。但媒

体想要真正提高用户的黏度，就要利用这些平

台，然后把活跃在各大平台的用户引流到自有平

台。具体实践中，可以先依据不同平台的特征，

针对性发布短视频新闻，在获取流量和关注的基

础上，分析用户的喜好，然后在自有平台通过用

户易于接受的形式开展深度报道、优化报道的呈

现效果等，以此增强用户黏度。自有平台有大量

符合该类用户偏好的高质量新闻产品，必然会吸

引用户长期关注成为其“铁粉”。如“越牛新闻”

小编在短视频平台发现《我的县长父亲》获奖信

息被删的截图，从这张截图开始，小编随即进行

素材收集编辑，短时间内完成了三个版本，最后

择优发布了视频。抖音视频短时间内流量迅速冲

上 1000 万，2 小时内点赞突破 10W。作为全网

最先发布该视频的官方新闻抖音号，“越牛新闻”

该则视频也迅速冲上了抖音热榜 TOP4。随后，

多家媒体纷纷发布，#我的县长父亲#词条也被

顶上了多个热搜。

再次，要注重双向反馈。媒体在评论区的回

复很容易带动更多用户参与到交流中来，但回复

内容要结合评论区的风向，风格必须要亲民、接

地气，恰当地“玩梗”。只有双向反馈，才能用

交流感增加用户黏度。在2021年诸暨市的“两

会”上，诸暨市融媒体中心的“西施眼”客户端

推出了主持人和代表、委员的《Vlog！跟着主播

看“两会”》原创系列短视频，以亲切、通俗的

方式聚焦百姓关注的热点，在评论区与粉丝温情

互动，增加了“两会”报道的温度和厚度，10

多条短视频中，4条点击量10万+，互动留言上

千条。

（二）加强平台监管，强化新闻内容把关

关于短视频新闻的监管，各大平台都是智能

加人工审核的方式，过滤了大量的问题内容。但

是仍旧有媒体为了获取流量，通过研究平台审核

标准来制作“擦边球”新闻。这些短视频新闻给

用户带来了很大的困扰，阻碍了新闻行业的良性

发展。

首先，必须加强平台监管，强化新闻内容的

把关力度。当前审核标准采用了大量的硬指标，

比如，封建迷信、危害社会、暴力色情、三观不

正、负面引导等内容，都是不被支持的。但是软

指标却不够完善，那些有倾向性的引导污名化某

个群体的新闻，硬指标难以涵盖完全。这类新闻

往往并不是假新闻，但是通过镜头语言的调度、

视角的不合理、语言用词不妥等，无意间就会激

化煽动用户情绪，无形中给事件冠以特殊“标

签”，让受众不能以平常心客观看待事件。应在

硬指标之上再加一道防火墙，完善软指标，进而

为新闻信息的传播营造一个健康的环境。

其次，加强对不良内容的处罚力度。近年来

“虚假新闻”“反转新闻”多次上演。这些引起大

量关注的新闻事件，往往都是某家媒体发布之后

引起一部分群众反响，其它媒体出于蹭流量热度

的目的，通过“一键转发”或者简单加工就进行

发布。既没有核实信息的真实性，更没有去深入

挖掘新闻事件背后的故事，加剧了网络平台低质

量新闻信息的泛滥。目前对于这一类新闻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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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接力”宣讲活动是近年来金华市广播

电视台倾力打造的品牌活动，在金华市委宣传部

的指导下，2020 年 《接力读宣言》、2021 年

《接力学党史》、2022年《接力去宣讲》，连续3

年以创新形式推动理论宣传宣讲走深走实，引发

强烈反响，获得广泛好评。3年来共有近百万人

参与活动，全网点击量超千万。

一、立足应用创新，以数字化赋能理论传播

2020 年，在陈望道翻译出版第一个中文全

译本 《共产党宣言》 100 周年之际，金华市广

播电视台创意推出《接力读宣言》活动，利用新

技术，突出互动式体验与分享式传播。用户点开

小程序，系统会自动分配《共产党宣言》的部分

段落，朗读后上传至系统，不同的语音片段就可

以汇集成一本电子版的《共产党宣言》。该项目

不仅可以自己读，还可以邀请朋友一起读；不仅

可以读一段或几段，也可以读几章或整本书；不

仅可以晒朗读声音，还可以晒朗读心得。同时，

巧用巧用微传播微传播 阐释阐释新理论新理论
——金华市广播电视台红色“接力”宣讲活动综述

陈江苹

平台要建立相应完善的审核与筛查机制，开发虚

假信息和不良内容的举报渠道，让受众对有疑问

的信息可以通过便捷的渠道进行反馈。确定了新

闻信息确属违规后，应采取行之有效的处罚

办法。

（三）把控时长与深度，做到“短而精”

短视频新闻特点就是要“短平快”，要高效

率低成本实现快速大范围的传播，还要确保信息

全面客观，既能给用户带来视听体验，还要便于

用户准确理解，避免因内容呈现不完全而主观臆

想引发不当舆论。在短视频新闻制作中，可以充

分运用图表、文字、动画等，让信息更加直观、

生动、可感。如播报我国改革开放40年来GDP

增长取得的经济建设成就，如果仅仅是传统的播

报+文字解说，辅以简单的柱状图和走势图，就

难以让受众直观感受到经济的变化。但如果用动

态曲线图把一定时间范围内世界各国的经济变动

情况进行动态对比，就能带给受众直观的强烈视

觉冲击。重大题材的新闻是严肃的、注重事实

的 “硬新闻”，而最长不超过5分钟的短视频其

重要表征是情感导向、碎片化而柔软。以短视频

播报重大新闻，可以将事实信息和情感话语相融

合，遵循深入“短”出的生产逻辑，达成快、

精、暖的效果。比如，2020年，在新冠疫情逐

步缓解，企业迎来复工复产、急需工人回归的大

背景下，全国首趟从湖北始发的就业专列抵达绍

兴，这无疑是一个重大新闻事件，“越牛新闻”

客户端分别推出短视频 《市长接站!全国首趟湖

北就业专列抵达绍兴》，多角度呈现各界欢迎湖

北恩施籍务工人员返绍的热烈场景。一分多钟的

视频，让观众因接站现场的热烈气氛而激动，该

作品获得第32届中国经济新闻奖现场新闻类一

等奖。2022 年年初，诸暨驰援上虞抗疫中，一

家企业的百名员工在寒风中通宵分类打包，把

10万份蔬菜运往上虞。“西施眼”客户端推出1

分钟的短视频《彻夜打包 10万份暖心菜紧急驰

援上虞》，点击量很快突破1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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