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
鲜明指出了我国媒体融合发展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让党的声音传得更广
新华社电“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建设全媒体成为我们面临的一项紧迫课题”——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

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鲜明指出了我国媒体融合发展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如何尽快解答这一紧迫课题，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做大做强主流舆论？广大新闻舆论工作者和高校新闻院系师生认真思考、

热烈讨论。他们表示，要在全媒体时代积极担当新使命，以新作为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
强大精神力量和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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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党的声音传得更开、传得更广、传得更深入”
将“课堂”设在媒体融合发展的第

一线、同采编人员亲切交谈、通过移动
报道指挥平台与记者连线交流……25
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的这场别开生面
的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令人民日报社
新媒体中心主任丁伟倍感振奋。

近年来，人民日报社坚持移动优先
战略，加快拓展移动传播阵地。目前已
形成以人民日报“两微两端”为代表的
移动传播新格局。“金台点兵”等45个融
媒体工作室推出了《谁是站到最后的
人》等一批融媒体产品，广受好评。

“推动党的声音直接进入各类用户
终端，努力占领新的舆论场，是习近平
总书记对我们提出的新要求、新期待。
我们将继续做好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

通过个性化制作、可视化呈现、互动化
传播，推出更多现象级新媒体产品；同
时加快探索将人工智能运用到新闻采
集、生产、分发、接收、反馈中，重点探索
用主流价值驾驭的算法推荐模式，实现
舆论引导和信息传播的精准化、个性
化。”丁伟说。

这是媒体的一次自我革命，更是一
场必须赢得的胜利。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执行院长、复旦
大学上海新媒体实验中心主任张涛甫
认为，全媒体时代，主流媒体通过融合
发展，使正面宣传质量和水平有质的飞
跃，对凝聚人心、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
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意义重大。

“主流媒体不能仅仅满足于出一两

个‘爆款’，而是要成为具有成长性的平
台，靠源源不断的精品力作说话。”张涛
甫说，媒体融合就是要让主力军迁移到
主阵地上。

这是媒体身处的全新战场，在未
知与挑战中，他们发出更加嘹亮的时
代之声。

在新华社全媒报道平台副总监徐
壮志眼中，这个战场的吸引力并不亚于
当年他作为一线记者奔赴的新闻现场。

从“新华全媒头条”创办到《四个全
面》《红色气质》《太空日记》《大道之行》
《领航》《父亲·我们·时代》等一系列现
象级融合产品相继推出，从创新项目
组、融媒工作室到适应互联网生态的新
型采编架构，从单一文字、图片、视频供

稿到满足各类媒体需要的多媒体融合
线路，从机器人写稿到全球领先的“媒
体大脑”、AI合成主播……新华社媒体
融合发展迈出坚实步伐。自 2015年 7
月新华社全媒报道平台建立以来，新华
社打通全社采编、技术与新媒体加工各
环节，重塑采编流程，探索出一套全媒
体采编系统，实现在融媒体传播语境下
“一次采集、N次加工、多元化传播与多
终端适配”的发展之道。

徐壮志说：“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意味着新华社媒体融合发展迎来
新的起飞。我们将以更大的融合力
度，将党的声音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
的融合形式，传得更开、传得更广、传
得更深入。”

“在向基层拓展、向楼宇延伸、向群众靠近上继续下功夫”
“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更好的文化

和信息服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让广大媒体工作者为自己立下新
的奋斗目标。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电视台副
台长袁正明说：“我们将以三台整合为
契机，加大融合发展力度，聚力打造总
台头条工程，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
常百姓家’。实施‘台网并重、先网后台’
战略，把内容建设作为加强国际传播能
力建设的核心环节，着力重大报道的全
方位立体化传播，继续推出《平语近人》

等一批引领主流价值的融合精品。创
新升级建设‘一网＋一端＋新媒体集成
遥控平台＋市场端口连接’的全媒体传
播格局，加快 5G新媒体平台建设，持续
优化‘4K超高清’频道、强化AI等技术
引领，推动内容的精准分发和服务的精
准触达。”

用户在哪里，新闻人就在哪里，已
经成为媒体融合的共识。

广东广播电视台触电新闻总编辑
郑敏璇说：“以往，我们只知道新闻播出
了，却不知道谁看了报道、反响如何，现

在可以利用大数据清楚知道谁是受众，
传播更精准有效。我们将始终坚持利
用大数据‘赋能’主流价值，在向基层拓
展、向楼宇延伸、向群众靠近上继续下
功夫。”

这充满希望与光明的事业，正吸引
着更多新生力量。

虽是寒假期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
学院学生倪乐融依然在图书馆苦读。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她回想起
自己2015年在一家媒体的实习经历。

“那段火热而忙碌的日子，至今历

历在目。”倪乐融说，无论与谁融合、怎
么融合，反映基层实践、传递百姓心声、
符合读者需求的融媒体产品才能拥有
强大生命力。

她对自己的学习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作为一名有志于从事新闻传播事
业的学子，‘两耳不闻窗外事’地闭塞
读书是不行的，要抓住机会走到新闻
一线，学习前辈们扑下身子、沉下心
来、扎根基层的优良传统，用掌握的
各种新技术，制作出获得人民认可的
新闻作品。”

“我们要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
面对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

式发生的深刻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要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
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

“谁能顺应大势引领全媒体时代，谁
就把握了战略主动。”兰州大学新闻与传
播学院副教授刘晓程评论道。为此，兰州
大学开设了“网络新闻传播”和“数字媒体
技术”专业，加强融媒体技术教育，培养更
多“一专多能”、符合全媒体时代要求的新
闻人才。

互联网这把“双刃剑”，推动了新的
传播革命，然而也为新闻舆论工作带来
新挑战。

“使全媒体传播在法治轨道上运
行”——习近平总书记的这句话，让浙
江省委网信办副主任王尧祥印象深刻。

“要从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文化
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的高度，加强网
络内容建设，全面提升技术治网能力
和水平，强化法治意识，推动依法管
网、依法办网、依法上网。”王尧祥说，

目前，浙江网信部门探索“分业监管、
联合执法”模式，率先推动落实省、
市、县三级网信办互联网信息内容行
政执法主体资格，加强对属地网站平
台的依法管理。

不日新者必日退。在变革中勇于
创新，在创新中赢得未来。

新年伊始，《中国日报国际版》正式
创刊，网站、客户端及社交媒体账号等
全媒体产品同步上线。

“放眼世界，受众的信息接收渠道、

阅读习惯都在往手机端走，这就是
‘势’。”中国日报网副总编辑张春燕
看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有
感触地说，作为国际传播主力军，我
们要科学研判国际舆论形势，抢抓直
播和短视频发展机遇，加快布局海外
短视频平台，针对不同地区和年龄的
用户群体开展差异传播、精准传播，
用外国受众听得懂、听得进的方式，
进一步提升中国主流媒体的影响力
和传播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