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添加收藏

 传人社区

 投稿信箱

首页  关于我们  传播学分类  学者与传人推介  相关网站资料 

传播学论坛 → 传播学分类 → 新闻传播 

说给谁？说什么？怎么说？——新媒体时代的党报重大主题报道创新 

 
记得5年前，在十六大开幕之即，时任《南方日报》总编辑的杨兴锋有一句话耐人寻味：十六大是当前最大的

主流新闻，做好十六大新闻报道，不仅仅是党报必须完成的一项政治任务，同时也是凸显主流媒体地位、彰显竞

争力的大好时机。我们没有理由不把报道好好经营一番，没有理由不拿出版面把它做大做足，没有理由不全力以

赴。 
5年，沧海不能变桑田，但足以翻天覆地。传播形态多样化、传播渠道多元化、受众和市场的碎片化，与5年前

的党代会报道环境相比，数字化对党报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并存。所有这一切，“倒逼”着党报不能按旧模式、

“轻车熟路”做党代会报道，而必须走创新、转型之路。 
说给谁？说什么？怎么说？ 这的确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一、关注“你”的感受，吸引“你”的参与，重大主题报道从“你”做起，也就是从“传者为主导”

转向“以受众为主导”。 
谁能想到，2006年美国《时代》周刊年度人物是“You”。全球9.65亿网民手中的鼠标，让老牌杂志放下身段

做出了明智选择。关注“你”就是关注受众。关注“你”的感受，吸引“你”的注意力，让“你”参与到报道中

来。这对党报而言，也是一个无可回避的选择。 
成就报道是党代会报道的“重头戏”，也是党报长期以来“轻车熟路”而创新最难的一块区域。《南方日报》

的以“你”为主，让“你”参与的做法有借鉴意义。 
广东省党代会是5月21日开幕，《南方日报》从3月全国两会之后就推出“我说这五年”“党代会报告，我也来

一段”“群言堂”这3个栏目征文活动。“我说这五年”从“放下砍柴斧、建起沼气池”的新农村建设，到“父子

齐上学、政府来买单”的教育惠民政策，再到归家出游路更近的“泛三角”巨变，“我”纷纷拿起笔，从身边发

生的小故事入手，用自己的真情实感，用生动、淳朴的语言反映了广东的5年巨变。而 “群言堂”则发动“我”

建言献策，广纳民言、凝集民智，为党代会集纳思想精华。 
只有扣住“百姓”做文章，由百姓自己来讲变化、说百姓身上的变化、从百姓的视角来看他们身边的变化，这

样才能提高百姓对重大主题报道的关注度。 
今年省、市党代会报道会前阶段，《浙江日报》策划了“群众最满意的实事评选”，通过短信和网络吸引公众

参与。而《北京晚报》则策划了“市民采访团探营北京重点工程系列报道”，让群众与记者一起见证采访成就，

用群众的眼睛去捕捉变化，使报道更加贴近。他们通过在公共平台发布消息征集市民记者，结果第一天就有100多

市民前来报名。此后，每天在一版刊发导读消息，然后转接内版整版，强势推出市民参与采访的这组系列报道。

这一策划使原先的“受者”，转换成“传者”，在报道形态上变成一种双向互动，同时也使政府与市民达成沟

通，形成多赢效果。 
《浙江日报》在一版“迎接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特别报道”中，推出“民生篇”系列报道，通过一个故事和典型

细节，捕捉5年间百姓衣食住行、看病求学、养老保障、文化娱乐等诸方面发生的深刻变化。同时配以名为“再现

20个瞬间”老照片专栏，这些照片以细部特写为主，没有宏大场面，抓住最吸引人的“一瞬间”，配以影框等编

辑手段，生动传神，视觉传播效果较好。 
  
二、围绕重大主题，整合资源，立体传播，从“做报道”到“做活动”，做出重大报道持久的影响

力。 
与5年前相比，现在媒体的竞争已不单是新闻的竞争，更是传播力的竞争。传播力是指一个媒体通过各种传播

方式的组合将信息扩散，形成产生尽可能好的传播效果的能力。它包括传播的信息量、传播速度与精度、信息的

覆盖面以及影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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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党报而言，重大主题报道要充分利用其在社会公信力、政府资源和影响力等方面的优势，整合社会和内部相

关资源，围绕重大主题，从“做报道”到“做活动”，立体传播，形成持久声势，从而提升重大主题报道的影响

力。 
新闻资源的整合包括不同报道类型的整合。如《南方日报》“南方百名记者看南粤”大型系列报道中，分“百

姓视角”“经典故事”“典型人物”“记者观察”“专家视点”“五年大事记”“数说变化”“相关报道”等若

干个报道板块。不同报道品种各擅其长，有记者观点、专家评说还有百姓视角，有理性概括、深度分析，又有故

事的呈现，配以有说服力的数据、图表和重大事件，点面结合，相互呼应，又相得益彰。 
报道资源的整合，包括跨媒体资源的整合。《浙江日报》在党代会前举办的“改善民生10件实事评选”活动

中，由日报牵头，联手子报《钱江晚报》《今日早报》和浙江在线同步介入，整合了报业集团内部资源，时间长

达20多天。而5月中旬开始的基层党建互动报道，日报还携手子刊《共产党员》，在版面上进行新闻联动。 
党报的优势资源除了报社内部的人力、版面资源外，还有长期以来积累起的影响力、号召力和凝聚力为党报带

来的丰富的外部资源。如党政部门的信息资源、研究部门的专家资源等。党的十六大召开时，《南方日报》在两

天时间里就邀请 12名省内顶级专家撰写解读稿，推出厚达16版的《十六大解读特刊》，大大增强了特刊的权威性

和影响力。 
《浙江日报》在今年省党代会会后所做的4个解读专版中，邀请的解读嘉宾多是党代会报告的起草人、省职能

部门的领导等权威人士，有深厚的专业素养，对全局性东西看得准，一讲就能讲到点子上。  
从媒体单一品种的报道到5年大事和人物评选、大型论坛、社会征文、特刊以及图书出版；从新闻报道扩展到

吸引社会力量参与和多种传播形式的优势组合；从新闻资源的整合到社会资源、企业资源、政府资源、公众资源

挖掘和利用，围绕党代会这一重大主题，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分阶段、多种形式的社会活动和主题营销，

使单一传播实现了向整合传播的转变，丰富了传播视角，深化了党代会这一主题，增强了重大主题报道的舆论强

势，形成了持久的传播效果，从而提升了党报的影响力。 
请读者参与评选5年大事和人物，征集读者眼中精彩镜头，还邀请读者参与重大工程采访，请有关部门和专家

参加相关点评和论坛活动，这是以整合传播方式进行重大主题报道，实际上是一种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组

织社会资源参与的重大主题报道活动，实现重大主题报道从“做报道”到“做活动”的转变。 
从“信息供应商”到“资源整合者”的转变，从“内容传播”到“活动传播”，越来越多的媒体开始具有了营

销意识和整合传播意识，这也是重大主题报道的创新路径之一。 
  
三、报网互动，延伸重大主题报道的传播链，为报纸在新媒体受众中赢得尊重和声誉。 
有人说，2006年是中国的“报网互动”年。有人说，报纸是靠新闻来引导，而网络是靠互动引导。纸质媒体纷

纷踏上“网络”这只船，通过与网络等新媒体的互动改造旧有的报道形态，试图在新一轮发展中抢夺先机。《河

南日报》、大河网开办的“焦点网谈”在全国党报首开报网互动先河，当年还获中国新闻奖名专栏。而《浙江日

报》与浙江在线纪念长征的报道成为党报重大主题报道报网互动的经典案例。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新华社和新华网、《人民日报》和人民网、央视等中央级主流媒体在人民大会堂摆开报网

争夺战。新华网的“两会网刊”、人民网的“两会日刊”等使报网互动走向纵深，走向真正的新闻融合和媒体融

合，也为主流媒体重大主题报道延长了传播链，从而吸引了众多年轻受众。 
纸质媒体特别是党报的生存空间日益受到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的挤压，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广告流失的同

时，更令人忧心的是，读者年龄结构本来就偏高的党报读者群中，年轻读者加速流失。没有读者和市场，党报的

舆论引导和影响力就无从谈起。只有与时俱进，充分利用时效性和互动性极强的网络技术，在互动中引导，在交

流中才能突出重围，从而提高党报的舆论引导力。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实施“报网互动”传播策略，把直播室开在了北京，邀请广东和北京的

30多位高端嘉宾，围绕热点话题，在直播室与网民对话交流。物权法提请审议当天，直播编辑部在北京找专家进

行解读，并现场回答网民提问，场面热烈；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一出来，当天直播室邀请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

心主任、广东省委政研室主任现场解读；李肇星新闻发布会刚结束，两位国际问题专家又在直播室进行分析。 
今年广东省党代会期间，《南方日报》与南方网开通大型报网互动栏目“连线圆桌”，就百姓关注的教育、医

疗保障等民生话题以及共建共享等党代会上的焦点问题先后举行4场在线直播访谈，包括副省长在内的多位嘉宾与

网民交流。 
《浙江日报》今年省党代会会前与浙江在线、浙江远程教育网联手举办“基层党建互动”报道共10次，除一版

主题报道外，内版同步推进网上党员和群众感受、建议，创新了党建报道形态。6月5日，《浙江日报》与浙江在

线联合推出网上专栏—“党员与群众寄语党代会”，听取网民讲述过去5年的感受和对未来5年的畅想。6月8日，



围绕上述主题推出了大型报网互动论坛直播活动。6月14日，围绕党代会确定的“创业富民，创新强省”这个主题

目，又举行第二场报网互动论坛直播。两次直播，在线观看及视频回放近5万人次，浙江在线专题网页点击总量近

60万人次，网友跟帖300余个。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继今年全国两会《南方日报》和南方网联合推出的“我为两会写社论”一炮打红后，再度

联手，开辟“党代会报告，我也来一段”报网互动栏目外，全省各地读者除了来信投稿外，还通过发电子邮件、

登录南方网论坛等方式积极参与。共收到读者来稿300多篇，选刊佳作20多篇。而广东省委领导和党代会报告起草

小组也认真阅读了征文稿件，并吸纳了其中若干建议。报纸与受众、群众与决策层、报纸与网络实现了多边互

动、多方共赢的效果。 
就重要议题、热点话题请嘉宾在线解读、现场直播、网友提问、在线留言、媒体回应等操作模式，是党报与受

众互动，提高舆论引导力的有效载体。它延伸了报纸的生产链条和传播链条，也是党报传播力增值的过程。同时

也为报纸在新媒体受众中赢得了尊重和声誉，更是传统主流媒体为“未来”的一种长线投资。（作者单位分别是

浙江日报社、南方日报社） 
  
  
(纸媒文本见《中国记者》2007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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