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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申报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实施系统重置推进深度融合转型》作品参评本届中

国新闻奖作如下承诺：

一、根据《中国新闻奖评选办法》和有关通知要求申报作品评选。对申报的作品

以及推荐表等材料，如实填写，认真审查。作品内容和材料均已经过确认，符合参评要

求。

二、申报的作品不存在导向问题、抄袭、造假或内容失实；不存在重新制作、虚

报刊播信息、虚报作者（主创人员）和编辑，以及参评作品与刊播作品不一致；不存在

参评人员违反职业道德或因违反评奖规则等行为受到处罚并在影响期内；不存在未按规

定程序开展推荐、初评、公示。

如违反上述承诺，我愿根据中国新闻奖评选有关处罚规定承担全部责任，接受中

国记协对作者（主创人员）和编辑的处罚。

承诺人（签名）：余 飞

2023 年 5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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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研究中央、省、地市传统党媒与新兴媒体融合成功的经验、启示，以及
商业化新媒体经营变现的可借鉴之处，翻阅大量文献、资料，考察、总结、评判、
提炼我国东、中、西部近二十家有代表性的县级融媒体中心融合发展的成功案例
和不成功案例，置于顶层设计大背景和县域发展实际来探索，尽量超常性思考，
提出创见和针对性举措，耗时半年之久。十月怀胞一朝分娩，瓜熟蒂落果实甜。
全网点击、转发、截屏超百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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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获得业界和学界肯定，产生良好影响。有省会党报资深专家认为本文填

补了县级媒体深度融合理论研究的空白，可促进县域融媒体中心和地市级党媒改

革创新、充分履行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职责。文章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提出了

县域融媒体中心及地市媒体系统重置增强发展后劲的路径和措施，有指导性、操

作性和启发性。文章上接天线，下接地气，体现了顶层设计和基层实践的有机联

系，由点到面，由战术操作上升到战略推动，进而产生创新性、突破性和全局性

效果。文章刊发后受到广泛关注，全网点击阅读、转载、收藏、推送百多万人次。

推
荐
理
由

推荐参评中国新闻奖。文章立论正确，观点鲜明，论据可靠，论证充分，理论联系

实践紧密。

此文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文章论述县级融媒体中心推动系统重置催生结构性变化，

旨在促进深层变革，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深度融合、转型发展更进一步，当好县域舆论

引导主力军，占领传播主阵地，引领基层广大受众积极奋发、进取有为。重建新闻业务框架，

突出新兴媒体核心地位；重塑经营业态，突出数字经营开创新局面；重整运行机制，突出以

关键问题的创造性解决为导向。破旧立新，推动新媒体唱主角，新闻生产做到产前发力强化

策划，产后优化播出、推送和互动；突出数据新闻，抓住关键少数受众；再造经营业态，开

辟新渠道收获增益，参与基层数字化建设，增添发展新动能。文章指出县级融媒体中心系统

重置需要在新媒体、数据经营和再造运行机制上发力见效，很有现实意义。

推荐人（两名）签名：苏 毅 石祯专

自荐人签名： 余 飞

2023 年 5 月 8日

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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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自荐参评中国新闻奖

湖南省新闻工作者协会

2023 年 5 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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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融媒体中心实施系统重置推进深度融合转型

（刊于《中国传媒科技》2022 年第 11 期）

余 飞

（湖南省浏阳市融媒体中心，湖南 浏阳 410300）

摘 要 【目的】县级融媒体中心推动系统重置催生结

构性变化，旨在促进深层变革，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深

度融合、转型发展更进一步，当好县域舆论引导主力军，占

领传播主阵地。【方法】重建新闻业务框架，突出新兴媒体

核心地位；重塑经营业态，突出数字经营开创新局面；重整

运行机制，突出以关键问题的创新性解决为导向。【内容】

破旧立新，推动新媒体唱主角，新闻生产做到产前发力、播

后互动；突出数据新闻，抓住关键少数；重塑经营业态，开

辟增收渠道，参与基层数字化建设，增添发展新动能。【结

论】县级融媒体中心系统重置需要在新媒体、数据经营和重

整运行机制三个维度上发力有为。

关键词 县级融媒体中心 深层变革 新兴媒体 系统

重置 深度转型

县级融媒体中心（以下简称县融）跟跑在媒体竞争中有

些吃力
［1］。究其原因，传统媒体在县融依然唱主角，新媒体

还未挑大梁。顶层设计和基层治理又需要县融在媒体竞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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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跑或领跑。县融只有系统重置，凸显新媒体在采编、经营

和运行机制中的核心地位和牵引作用，促成传统媒体和新兴

媒体深度融合转型发展，真正“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引导

群众、服务群众”
［2］，占领基层舆论主阵地，才能达到预期

目的。县融要从现实出发，在三个维度发力完成系统重置。

1.重建业务框架，突出新兴媒体

1.1 破旧立新，推动新媒体唱主角。打破广播、电视、

报纸（内刊）、新媒体各管一摊、互不搭界的组织结构，建

立新媒体为核心的业务体系和运转流程，为视频化、移动化、

平台化、交互化和分众化创造有利条件，落实深度融合到日

常工作之中。

1.1.1 重建采编业务单元，新媒体担纲，底层思维和日

常运作体现新老媒体融合互补。取消各媒体均配金字塔式运

作体系，实施机构重组、流程再造，县融整体扁平化、矩阵

化，缩短管理链条，提高应变能力、反应速度。对应落实中

央“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县融新闻业务设置五个采编业务

单元（部门），各单元相应侧重于时政新闻、经济建设、社

会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新闻，以落实新发展理念，

实现高质量发展。每个单元都深度融合、独当一面，具有替

代性和互补性，均以新媒体为主骨架，包含原广播、电视、

报纸（内刊）、网站、移动客户端的采编人员，集成不同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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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不同专业的底色、底蕴和底气，追求整体大于局部之和。

如，社会建设新闻部门采制时政新闻，小切口呈现大主

题，用小故事生动形象地表达大政方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和时代之变，辅以短视频、插图、长图、动画、数据坐标

图和传受互动，传播效果就比原先报纸、电视、广播发布时

政新闻照本宣科要好得多。

1.1.2 主产视觉产品，争夺年轻受众。视频化是媒体融

合的基本要求，县融要优化产品结构，主推视觉产品
［3］，吸

引年轻受众关注，提高新媒体的影响力。确定视觉新闻产品

占比超八成，凡是能够视觉表达的新闻都要视频化，凡是采

编部门的人员特别是部门负责人都要制作视觉产品。采编人

员每人每月出产 10——20 条视觉类新闻，县融每天至少推

送 100——150 条视觉类产品，抢占移动端。

生产视觉产品要门类齐全、五谷丰登。短视频、移动直

播、H5 长图、海报、动图、动画、漫画、插图、幻灯片（PPT）

都用来讲故事、增黏性、优传播。拓展故事领域，摄制人文

类和野生动物类纪录片，力求题材稀缺、手法原创、故事感

人、呈现新颖，增强县融的吸引力，赋能新老媒体经营变现，

共同提高产出效率。

1.1.3 推动既有人才大规模转型。县融现有人才绝大部

由传统媒体孕育而成。群体性新闻敏感和工作经验要延续，

县融不可能舍弃传统媒体、全部淘汰现有人员而招聘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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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融要培育融合转型所需人才，只有寄望于传统媒体采编人

员大批量转变为复合型人才。推动传统媒体采编人员掌握新

媒体技能，就是如虎添翼，比起单纯引进新人成本低、上手

快。如，报纸（内刊）文字记者经系统培训掌握摄影、摄像

技能、数字编辑技术和视觉叙事逻辑，制作新闻短视频和幻

灯片（PPT），讲故事兼有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半年就转行，

又好又快又省。推而广之，县融制定计划投入资源，二到三

年内完成报纸（内刊）、电视、广播采编、广告和后勤人员

系统转型，造就一大批新媒体人才，就能从根本上解决融合

发展中最核心最迫切的问题。

1.2 产前发力，播后互动。融媒体报道产前发力为的是

起点就新异动人，播出之后互动为的是扩大覆盖面和影响

力。

做好策划选题或议程设置主动引导舆论。立意高远、选

材妥当、观点前卫、呈现新颖，巧妙结合受众应知的和想知

的，预先设定好内容、手法和渠道组合，就是产前发力。

如，策划报道“三农”工作运用蒙太奇思维对比小农户

和大型合作社，引领受众深层次感受“三农”的发展成就和

社会进步。融合报道超越小农经济“四季歌”（春耕、夏种、

秋收、冬藏），增添新故事，着重表现农业机械化、专业化、

规模化、产业化、智能化、现代化和农村生活城镇化、乡村

振兴特别是稳定粮食生产，穿插小农户现状与过往，既见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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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又见森林，既有当代性，又有历史纵深感，求得出手不凡

胜往昔。

应势而变，优化大型会议报道，以融合报道取代传统媒

体照搬照抄式的报道。提前一周或一个月采集视觉素材（拍

摄镜头、设计动画、构思插图、分析数据、现场访谈、直播

选点），会议一开始就直播并穿插前期准备的视频桥段，会

议一结束就推出融合报道，满足分众化要求。同步设定媒体

互动，将二维码或网址附在不同媒体报道文本之后，共同放

大会议新闻的传播效果。

刊播之后加强互动。受众初步阅读新闻意犹未尽，县融

趁热打铁开启传受互动，及时延伸内容、深度挖掘，不再是

“刊（播）后不管”。吸引受众点击互动按钮提问，由记者

或编辑在线主持，就新闻背景、采编经过和未刊发的采访细

节双向互动，赋予新媒体交互功能和作品黏性。回答受众提

问尽量深入浅出、妙趣横生，以文字、语音、视频回复带动

网友转发、评论和提供线索。案例表明，单件作品经双向互

动覆盖率能扩大一倍。

1.3 突出数据新闻，抓住关键少数。采写数据新闻能实

现新闻表述和文本创新以及叙事逻辑变革。受众文化程度普

遍提高、阅读新闻的要求变高，县融要赢得关键的少数，如

本地各级各类干部和高学历人员，报道新闻不能只是浅表性

描述，而要用数据深层解读和分析，揭示新闻事件的因果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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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和新发现。县融要把生产数据新闻置于重要位置，底层逻

辑引入数据思维（数学思维），弥补自然语言描述新闻事件

之不足，异类组合出新出彩，引导受众深入思考和理解新闻

事实，产生更优传播效果。

数据新闻高频呈现在各类媒体以及各类题材、栏目、报

道领域和传播时段。凡是能数据思维表达的新闻事实和新闻

事件就尽量运用数据模型来体现和描述，引导新闻叙事模式

改变，促成受众获取信息有新鲜感和深思考。县融电视媒体

将统计信息由口播或字幕静态呈现变成饼状图或坐标图数

据跃动对比来表述。报纸（内刊）基于数据生成调查报道，

天天推出深度分析作品，体现经济、社会领域的变化趋势和

特点，展示专业性、权威性和独家性。广播将抽象的统计数

据建模转化为易理解的小故事，如城乡四口之家年均收入增

长多少和获得感通俗化呈现为可感知的变动，帮助听众从微

观视角理解宏观发展成就。新媒体更要大量生产、推送数据

新闻，设置数据新闻专题、专栏、频道，将数据翻译成新闻

故事，引领受众理解县域发展和治理成就，落实舆论引导工

作。县融各媒体之间也要共享数据新闻，一家生产多家刊播，

同频共振。

2.重塑经营业态，开辟增收渠道

确定新媒体在新闻生产、传播中的核心地位，县融就要



7

在广告经营上顺势而为，顺着数字经济发展大势有作为，重

塑媒体经营业态，由传统广告经营为主转向数字经营为主，

促成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的影响力既增值又变现。

县融数字经营是指基于数字技术开发的广告服务和经

营创新，以数据资源为关键要素实施引导、服务、增值。线

下原先没有的在线上新创，线下已有的搬到线上变现，若有

必要则线下线上融合一体来推进。南方一家县市报以“微信”

软广告对冲传统纸媒硬广告收入下滑，满足用户所需，年收

入 200 多万元，初尝数字经营甜头，成了经营创新闪光点。

2.1 经营重点转向新媒体。新媒体是广告经营的新资源、

新渠道、新模式，传统媒体不可比拟。县融摆脱对传统媒体

广告的路径依赖，变新媒体为经营和服务产出大户，适应生

态变革。

引导、鼓励、督促广播、电视、报纸（内刊）等的广告

业务人员拥抱新媒体。更新经营理念、转变经营思路、掌握

数字表达技能、研究受众心理变化、摸索增值模式，县融将

新媒体打造成“顶梁柱”和“摇钱树”。

变传统媒体广告大户为新媒体投入大户。县城机关、乡

镇、事业单位和较大企业曾是传统媒体广告大户，县融要吸

引此类大户用好新媒体塑造形象、开拓市场，同获收益和流

量。为客户做好形象策划和专业服务，在网站、新闻客户端、

公众号上合作开设频道、专栏、专题，附赠传统广告版面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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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段，产生叠加效应，放大传播效果，塑造新态势。依经验

估计，一个平均县域
［4］（约 50 万人）县融新媒体年收入可

达 200 万元——2000 万元，足以实现新陈代谢今胜昔。县融

也可“就汤下面”，靠专业优势托管客户的新媒体增加经营

收入。县融只要灵活应变，经营态势会变好，由此增强自信。

线上再现分类广告，争取规模效益。十年前，分类广告

是县域传统媒体收入的重要来源，后衰落到微乎其微。进入

数字传播时代，县融不能听任分类广告衰落，要在新媒体上

走群众路线，重塑分类广告的盛况。分类广告是受众日常生

活的刚性需求，县融凭借新媒体满足受众刚性需求同样积少

成多规模盈利。一家新媒体每天刊发分类广告上千例收入上

万元，一年则有 400 多万元进项，足以支付一家中型县融全

员年终绩效奖。

开发新工具，便于受众刊发查询分类广告。县融推出便

捷自助分类广告 APP(应用程序)，各行各业小额广告主在手

机端分门别类发布广告于地图软件或分类浮窗上，大到出售

二手房，小到疏通下水道业务，包罗万项，货比三家，保证

居民随时随地查询所需商品和服务，就是农户出售“土鸡蛋”

也能匹配县城的孕产妇。分类广告自助刊发软件突破时空局

限，即审即发，在线支付，免除线下手工环节、流程和麻烦，

降成本升效率。

2.2 推出数据服务开发新市场。数字经济其实是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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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运用数据而增值的社会发展形态。谁掌握了数据，谁

就未来取胜。媒体要把数据服务作为安身立命之本，适应新

的生态环境，赢得发展主动权。县融在数字经济大潮中更要

识时务重创造，尽快推出或新创数据服务和产品，开发当地

和外地潜在大市场，力图打个翻身仗。

建立门类齐全、细致独到的数据库，培育核心竞争能力。

数据库是数字经济的源头活水，县融建立数据库就是打造独

门利器赢未来——出产独家数据新闻、独家行业分析报告、

独家智库服务，实现无可替代、永续利用。尽早动手，成立

专班或专门机构创建县域经济社会各行各业、各乡各村数据

库，及时抓取政府统计部门以外的数据信息，充足准备，赶

上数字经济发展步伐。

建数据库先打地基再盖高楼。实现从宏观到微观、从城

镇到乡村、从传统到现代、从常规到异常的全覆盖，数据库

真实完整、及时记录、描述县域社会运行各要素变动的痕迹

和特征。建数据库先设计出科学合理、反映现实、细致全面、

特色明显的统计维度和指标体系，再持之以恒地收录、存储

各类数据，记录新现象新特征新样本，尽量无遗漏、无错谔、

无断层。

如，县融数据库人口统计记录县域农村青年务工、务农

分布情况，细分到进城从事二、三产业的人数、收入、年限、

移居及其与职业教育的关联，同步采集务农领域种粮、种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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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种菜、种果、种（草）药、养殖或多样兼顾的人数、

收入以及半工半农、亦农亦商数据，一键驱动，形成样本和

总体特征皆有的年度、季度、月度分析报告，反映社会发展

状态、变动趋势和应对之策。此类数据分析成果既是独家新

闻的源头，又可变成权威调研报告协助政府精准决策。

多对象多角度多层面出售数据服务。数据库和数据服务

能让县融“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县融多元化推动数

据服务，除政府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还要向民营企业甚

至外资企业、居民个人延伸和拓展。如，找出城镇开设超市、

农贸市场、早餐店、汽车维修店等民生网点与居民数量、小

区分布之间的数据联系（数学模型），形成预测报告，启发

政府部门和房地产开发商优化决策、减少无效投资，也出售

给个人开店创业选址配货。

破除时空局限，推动数据服务流出流入县域，新角度提

供数据服务，获取更大价值。如，内地一家县融将本县年度

职教毕业生总数、各专业人数及就业意向、进取心理等数据

特征细化成专业人才供应库，匹配沿海岗位需求和来年招生

规模，双向精准服务，取得多重效益。

以互联网整合资源、资金和技术建立新业态，贯彻大政

方针优服务拓市场。如，运用大数据挖掘一定区域运动健身

的人员、场所、设施、培训供需特征和潜在规模，专业服务

居民科学健身，细化“健康中国”战略，趣味吸引受众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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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连更多数据接口和应用场景。

2.3 参与数字化建设，增添发展新动能。数字化从现在

到未来都对经济社会产生全方位、系统性、重塑性变革，是

县域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万事万物置身其中受影响而浴

火重生。县融参与县域经济社会数字化建设是主动进化和适

应，参与得越早越深，发展的后劲就越大越强，战略回旋就

越有纵深，越有可能换道超车成赢家。

县融选择产业数字化、数字乡村建设和数字政府建设是

下好先手棋。主动变成县域产业数字化的参与者，置于制造

业、农业、服务业数字化改造过程，突出媒体特长，赋予创

新链、产业链、价值链以体验感和增值域，成为整个县域发

展和底层变革的推动者、受益者。如，县融投资“云旅游”

推动文旅产业数字化，以前沿数字技术 5G（第 5 代通信）、

8K（高清）、AR(增强现实)、AI(人工智能)融合线下资源（农

旅、工旅一体化）和线上需求造就吸引力和沉浸感，加强市

场渗透（到域外），挖掘消费潜力，推动资源和影响力变现。

数字乡村建设和数字政府建设包罗万象，主要是数字技

术以新要素（系统）、新模式、新业态改造、优化、替代原

有的流程、模式和能力，追求高质量发展，县融能从中找到

广阔天地而大有作为。县融只要在某一方面术有专攻就赢者

通吃。如，提高全民数字化素养培训复合型人才和更新创业

模式（针对已就业和未就业者特别是农村年老居民学用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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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遥控无人机巡山巡河兴利除害等，赋予新技术新理念新

样板，增强正面预期），就能催生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

收。县融结合顶层设计和县域实际，超前布局、自辟赛道、

快速进取，都能在数字蓝海中建功立业。

3.重整运行机制，解决突出问题

县融是新产物，不留恋传统媒体的行为惯性，而是重整

运行机制，以人才培育、新媒体发展和数据经营为重点，紧

密磨合人与事、人与技，解决新老融合中的突出问题而出新

质出新局。

3.1 变身份管理为岗位管理。县融是事业单位企业化运

作，员工有在编、招聘、临聘之分和管理、技术、工勤三类，

实行身份管理，业绩相同因身份不同待遇不同，造成了有人

没事干和有事没人干以及干得多少、能力强弱、贡献大小不

与待遇高低成正比甚至成反比。身份管理不是促进而是阻碍

事业发展，成了深度融合的拦路虎，而亟须变成岗位管理，

开创新局面。岗位管理克服身份管理之弊，一切以事业所求、

岗位所需推进竞争上岗、择优上岗、同工同酬，建立业绩导

向制度、优胜劣汰机制，激励人才成长、创新创业、持久奉

献，推进事业兴旺。

3.2 变关系主导为规范运作。受多种因素影响，县融日

常运转关键事项常被“裙带关系”绑架或被人情关系主导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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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病丛生。一些县融在人员录用、职称申报、岗位调整、晋

级提升、评优评先、奖金分配等方面很不规范甚至倒行逆施，

向德能不配而有关系者倾斜、屈服，应受激励者未受激励，

应受惩处者未受处分，单位内部正气未弘扬、歪风邪气有市

场，多数人的心思不是用在提升能力、干好工作、创造业绩，

而是被迫用于拜码头拉关系混圈子。县融应以解决问题为导

向、根治顽症，创造出新媒体正常运转和融合转型所需条件，

刀口向内、重典治污，坚持党媒姓党、党媒归公、规范运作，

原则面前一视同仁，杜绝裙带关系发霉生蛆，强力推动改革

创新，方方面面走正轨、激发正能量。

3.3 变互不搭界为融为一体。媒体融合本来是传统媒体

与新兴媒体“融为一体，合而为一”。一些县融没有真正融

合，只是在广电机构之上加块牌子、把媒体融合简单理解为

在上级新媒体开个专题发几篇稿子就了事，传统媒体与新媒

体之间、传统媒体之间仍然各自为政、互不搭界，旧问题没

解决、新问题又堆积起来，发展添掣肘。县融应切实贯彻媒

体融合的中央政策和顶层设计，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以

提高传播时度效和竞争实力为标准，壮士断腕、自我革命，

大胆探索县域媒体深度融合的路径和模式，新老媒体拧成一

股绳，彼此赋能、各显优势、总体变强，人员、内容、技术、

经营、理念、机制戮力同心，创建数字时代的强势媒体、优

质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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