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自我革命的姿态适应时代发展
回望传播史，传媒技术的变迁无不深

刻重塑新闻业态。全媒体时代，媒体融合
发展是大势所趋。

媒体深度融合，归根到底是人的
融合——

人民日报社社长李宝善指出，媒体融
合不是“要我做”而是“我要做”，无论是从
定国安邦、壮大主流声音的高度，还是从强
筋健骨、做大做强“国家队”的角度，融合发
展都是媒体自身的需要、发展的必然。

2016年10月，人民日报融媒体工作室
机制正式推出，形成了“一本政经”“麻辣财
经”“大江东”等 45个专业化、垂直化的品
牌工作室。这项机制鼓励编辑记者跳出
“稿格纸”，跨部门、跨媒体、跨地域、跨体
制，按兴趣自由组合，按项目组织生产。

紧跟科技发展步伐，唯一不变的状态
就是改变——

加快建设国际一流的新型世界性通讯
社，是新时代新华社的奋斗目标。“我们要
把握传媒变革趋势，部署适应融合发展的
体制机制改革，加速向‘新型’进发。”新华
社社长蔡名照说。

聚焦主体业务，新华社着力构建面向不
同用户、满足多样需求的全媒体供稿体系，
提升个性化生产、可视化呈现、智能化推送、
互动化传播水平，为用户和受众提供更多短
视频、微动漫、动新闻等微传播、轻量化产品。

在把网络信息前沿技术运用于新闻传
播实践方面，新华社走在前列。2015年，
新华社推出自主研发的“快笔小新”机器人
写稿系统，成为国内首个使用写稿机器人
的媒体机构。2017年底，新华社发布全球
媒体首个人工智能平台“媒体大脑”，提出
建设智能化编辑部。2018年11月，全球首
个合成新闻主播——“AI合成主播”亮相
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这位新华社“新
员工”，运用最新人工智能技术，“克隆”出
与真人主播拥有同样播报能力的“分身”，
在新闻领域开创了实时音视频与AI真人
形象合成的先河。2018年12月，拥有一流
技术和装备的媒体创意工场投入运行，为
优质产品打造提供了强大技术支撑。

随着数字技术加速落地，媒体深度融
合要心中有“数”——

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
长慎海雄指出，抓住全媒体、数字化发展大
潮，就要以“大象也要学会跳街舞”的干劲，
迎接数字化、拥抱数字化；在守正创新中，
把新媒体、新平台建设好运用好。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成立后，明确提出
“台网并重、先网后台”的发展战略，把更多
人财物投向互联网，进一步优化用户体验。

在“互联网＋总台”的战略视角下，央
视网正在升级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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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致力于建设一个强大的媒体
“中台”，汇集统一的数据采集能力、计算能
力、萃取能力、交换能力等，准确把内容、平
台、用户连接起来，推动内容的精准分发
和服务的精准触达。目前，央视网“数据
中台”已形成“贯通多终端、统一管理”的
数据采集分析体系，实现对央视网多终
端覆盖情况及传播效果进行全流量监
测、评估、分析，每天用户访问记录超过
100亿条。在此基础上，央视网通过合
作引入第三方公司的外部数据，形成更
为丰富、多元的全域媒体数据库，以此支撑
数字化转型。

有网友评价说，“主流新闻媒体很‘潮’”。
冲破思维“藩篱”、催化融合质变，在媒体融
合这场惠及长远的再出发中，新时代党的
新闻事业开启崭新局面。

以融合手段壮大主流阵地
读者在哪里，受众在哪里，宣传报道的

触角就要伸向哪里，宣传思想工作的着力
点和落脚点就要放在哪里。

统计显示，截至2018年6月，我国网民
规模达8.02亿，手机网民规模达7.88亿，网
民通过手机接入互联网的比例高达
98.3％。在移动互联时代，“终端随人走、
信息围人转”是传播的鲜明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坚持移动
优先策略，让主流媒体借助移动传播，牢牢
占据舆论引导、思想引领、文化传承、服务
人民的传播制高点。

推动移动媒体建设，“报网端微屏”在
打通——

坚持以渠道拓展为引领，中国日报社
践行“深度融合、移动先行”理念，把一份发
行 70万份的英文报纸转型升级为一个覆
盖 2亿多海内外用户的全媒体传播平台。
截至2018年12月底，中国日报客户端全球
下载用户超过 1800万，用户覆盖超过 140
个国家和地区。

经济日报社加大移动传播新平台、新
阵地建设，逐步构建了以经济日报新闻客
户端为主体、社交媒体为两翼、第三方平台
为补充的移动传播新媒体格局。针对短视
频这个“风口”，经济日报社成立了“短视频
工作室”，在抖音、快手等平台推出“小林侃
数”等品牌栏目，很接地气。

建设新型主流媒体，“策采编发”在
重构——

实现新闻信息内容的“一次性采集、多
媒体呈现、多渠道发布”，已是共识和趋
势。从中央到地方，新闻单位纷纷整合内
部组织架构，设立全媒体或融媒体机构，统
筹采编资源，实现生产布局合理化与传播
渠道全能化“比翼齐飞”。

光明日报社在2015年4月挂牌成立了
融媒体中心，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光明日

报全媒体总编室，启动全媒体指挥平台，着
力打造“掌上的知识分子精神家园”。

作为推动县级媒体转型升级的战略工
程，2018年全面启动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建
设，致力于打造基层主流舆论阵地、综合服
务平台、社区信息枢纽。一个个县级融媒
体中心挂牌成立，把传播触角延伸到千家
万户，融合发展的更大格局正在形成。

打造现代传播体系，平台建设蹄疾
步稳——

从一家报纸到“平台＋内容生产者”，
人民日报社尝试用新模式连接更多用户，
打造体现主流价值的内容生态。上线不久
的全国移动新媒体聚合平台“人民号”，吸
纳入驻媒体机构7000余家，一些优质的自
媒体也纷纷进驻，平台日均审核推送原创
资讯3500余条。

新华社服务全国媒体的“现场云”新闻
在线生产系统，为入驻媒体免费提供基于
移动端的全媒体采编发功能，采编人员即
采即拍即传、即收即审即发。目前，“现场
云”已吸引超 3000家媒体和党政机构入
驻，平均每天发起直播报道379场，成为全
国最大的基于移动直播的短视频在线加工
平台，有效服务地方媒体融合发展。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高度重视自主可控
平台建设，主打移动直播和新闻视频分发
的央视新闻移动网将上线“全国智慧县级
融媒体平台”，打造县级融媒体矩阵传播平
台，同时上线4K超高清频道，打造5G创新
平台并投入试运行。

从推进产品融合、渠道融合，到推动平台
融合、生态融合，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优势互
补、一体化发展，主流舆论阵地不断巩固壮大。

以内容创新唱响时代强音
主力军进入了主战场。
近年来，主流媒体通过加强传播手段

和话语方式创新，推出更多有思想、有温
度、有品质的融媒体精品力作，以更强的传
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在互联网上
做大做强正面宣传，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
寻常百姓家”，让网络空间的主旋律更响
亮、正能量更强劲。

新闻战线把宣传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以
全媒体时代下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推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生动
阐释、广泛传播。

人民日报社策划推出 5篇“总书记的
人民情怀”系列报道和 14篇“新思想从实
践中产生”系列报道，其中一篇报道在人民
日报客户端浏览量超过4500万。

新华社推出《心中的牵挂》《答卷》《誓
言》《那年，我们 21》等 50多个浏览量过亿
的重磅融媒体产品，《那年，我们 21》总传
播量达 5.7亿次，《誓言》被国家博物馆“复

兴之路”收展。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打出时政报道“组

合拳”，以时政V观微视频、时政新闻眼等
方式第一时间准确报道，配合性报道注重
第二落点延展延伸，阐释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和总书记调研考察时的感人瞬
间，展示习近平总书记的崇高风范。

奋进新时代的豪情在网络上涌动。
2018年12月31日，亿万人民在习近平

主席发表的二○一九年新年贺词里，回望
一路走来的充实与坚定，鼓足继续追梦的
劲头与信心。央视新闻新媒体通过“智能
大屏＋移动小屏”“长视频＋短视频”等方
式，让相关报道的累计观看量在短短 1小
时内超过1.6亿次，新年贺词里的“金句”迅
速在网上热传。

这些年，通过主流媒体的多样化传播，
“撸起袖子加油干”“努力奋斗才能梦想成
真”“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等平实有力的
话语直抵人心，时代强音让亿万民众共同
的精神家园，洋溢满满正能量。

礼赞新中国的真情在网络上传扬。
人民日报社顺应融合传播移动化、视频

化、青年化趋势，推出了“时光博物馆”主题
活动、H5《快看呐！这是我的军装照》、《中
国很赞》手指舞接力挑战等，引爆人们的参
与热情。

新华社策划推出《国家相册 致敬历
史——新华社中国照片档案馆典藏展》，制
作了《四个全面》《红色气质》《点赞十九大，
中国强起来》《留声40年：那些改变你我的故
事》等一大批创意与技术融合、线上与线下
打通的产品，在网上营造了热爱祖国的主流
舆论强势。

新时代的中国故事随“指尖”传播。
中国日报社充分发挥外籍记者编辑队

伍优势，以“好运中国”“解码中国”等短视
频栏目为依托，打造了“英国小哥”方丹、
“美国小哥”艾瑞克、“英国小妹”夏洛特等
“网红”记者，透过“外眼”看中国、通过“外
嘴”讲中国，扩大主题报道的国际影响力。

新华社“New China”账号在脸谱、推
特、优兔、Instagram、连我、VK等六大平台
使用19种语言发稿，总粉丝数突破1亿，主
账号发稿量、浏览量、互动量等核心指标跻
身世界主流媒体账号第一方阵最前列，让
“中国声音”更加清晰响亮。

实践证明，媒体深度融合必须牢牢抓
住内容创新这个根本，把握好时度效，从拼
海量向拼质量转变，从聚流量向聚人心跨
越，以内容优势赢得发展优势。

媒体融合发展，是一条从未有人走过
的路，必定要爬坡过坎，也一定有新的挑
战。但改革永无止境，创新永不停息。走
好必由之路，牢记使命任务，坚持守正创
新，新时代的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大有可为，
气象万千。 据新华社

守正创新 有“融”乃强
——党的十八大以来媒体融合发展成就综述

这是一场由技术飞跃带来的深刻变革，这更是一场在党中央战略谋划下实现的创新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战略部署。2014年，中央深改组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在一次次重要会议上、在考察新闻单位时，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就推动媒体融合发展作出深刻阐
述，提出明确要求。今年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把“课堂”设在了媒体融合发展的第一线。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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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各地各新闻单位尤其是中央主要媒体积极投身媒体融合发展，“移动优先”成为共识、“用户意识”深入人心、“爆款产品”屡屡刷屏……从“相
加”到“相融”，向着“融为一体、合而为一”阔步迈进，一个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不断提升的新型主流媒体矩阵在全媒体时代浪潮中成长壮
大，写下媒体融合发展的“中国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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