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进新时代 见证新作为 书写新篇章

媒体如何转型 专家沙澧“论剑”
本报讯（记者 王 辉） 传

统媒体的未来在哪里？媒体如
何 转 型 升 级 ， 实 现 深 度 融
合？……昨日，在“走进新时
代 见证新作为 书写新篇章”
异地采访暨全国媒体看漯河学
习交流活动现场，来自全国各
地50多家媒体的社长总编、新
闻采编负责人和业内专家学者
齐聚漯河，就这些问题相互切
磋、畅谈交流。

融合是媒体发展大势所趋

中国地市报研究会会长、
廊坊日报社党委书记、社长张
宝富率先登台，他围绕“互联
网+智能化 融合创新转型促发

展 实现经营收入逆势上扬”
的主题展开演讲。

“我们正处在风云激荡的
‘互联网+’时代，受此影响，
许多行业和产业的边界正在消
失，逐渐走向融合。融合发展
是大势所趋，也是媒体发展的
内在要求和必要选择。”张宝富
说，传统媒体要从宏观、中
观、微观三个层面把握媒体融
合发展趋势，具体而言，就是
采编人员要懂得如何把握纸媒
融合发展趋势、提高传播能
力，经营人员懂得如何结合纸
媒发展趋势进行转型升级，创
造更多的收入。

“媒体融合的核心理念是互
联网思维的用户至上，就是一

切围绕用户转，一切为用户服
务，研究用户多样需求，找到
用户痛点，改善供给。”张宝富
说，在满足用户需求方面，传
统媒体人要学会改变固有的思
维和服务模式，为用户提供点
对点的深度服务、贴心服务、
定制服务。

创新，媒体融合的关键动力

谈到媒体融合，荆州日报
传媒集团党委书记、社长代志
武重点谈了如何创新，他的

“新闻梦工厂的融合实践”主题
演讲，令人眼前一亮。

代志武提到了当前网络的
一个流行词“网红直播”，并借

荆州日报传媒集团的做法与大
家进行了分享，“‘两会’直
播、读书会直播，还用我们自
己开发的动漫、微视频，现在
已经打造了一个‘直播工厂’，
并且收到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代志武说，今年是改革开放四
十周年，文化领域改革创新的
步伐也不应停歇，媒体也要创
新运行机制，构建以媒体融合
发展为标志的现代文化传播体
系。

封面传媒常务副总裁、华
西都市网 CEO 张华则提出了

“智媒体”概念，以人工智能为
引领，以持续技术创新和持续
产品赋能为延展，促进媒体更
加深度融合。

加强顶层设计 促进党媒融合

中国报业融媒研究中心执
行主任周劲博士说，党报在融
合发展中，必须加强布局，进
行顶层设计，在最高层次上把
握趋势、找出问题、明确方
向、整体设计，对各项工作进
行统筹谋划，形成战略布局、
战术路径、执行方案，并重配
资源、重构组织、重设模式、
重塑激励，自上而下设计，自
下而上落实，全面推动到位，
满足人民群众对资讯服务日益
增长的需求，在互联网主战场
抢占信息传播制高点，让主流
声音更响亮。

□本报记者 陶小敏

“思想有多大，舞台就有
多大；思想有多远，道路就
能走多远。”作为全国报业经
营转型发展的成功典型，中
国地市报研究会会长、廊坊
日报社党委书记、社长张宝
富与大家分享了廊坊日报社
融合发展的经验与做法。

张宝富说，廊坊日报社
坚持平面媒体必须与新兴媒
体融合发展的理念，狠抓媒
体融合发展提高传播力、经
营转型升级提高创收力两条
主线，坚持坚定融合发展理
念与强化互联网思维并重、
内容建设与技术革新并重、
办好媒体与经营创收并重，
突出内容融合、渠道融合、

市场融合、机构融合，建设
全媒体传播平台、大数据平
台、舆情监测平台、活动营
销平台、便民服务平台，实
现提高发布时效、拓展传播
范围、加强互动体验、丰富
资源线索、扩大媒体影响、
增加经营收入的目标。

“融的是思路和思想，合
的是内容和技术。”张宝富
说，传统媒体要在坚持“内
容为王”的前提下，充分利
用互联网这一工具，将平面
媒体的内容插上新媒体、新
技术传播的翅膀，着力发展
新媒体，创新传播手段和话
语方式，打造集“纸媒集
群、网媒集群、室内外媒体
集群”为一体的全媒体矩
阵，提高传播力。

中国地市报研究会会长、廊坊日报社党委书记、社长张宝富

媒体融合发展 经营转型升级

□本报记者 杨 旭

传统媒体如何走出一条
复兴之路？荆州日报传媒
集团党委书记、社长代志
武在“新闻梦工厂的融合
实践——地方党报转型发展
的几点思考”的演讲中给出
了答案。

做媒体的核心产品是什
么？内容。然而，传统媒体
所发布的新闻信息产品变现
能力不足。如何改变这一现
状？荆州日报提出“新闻梦
工厂”建设计划，通过建设
新闻工厂、直播工厂和创意
工厂，最终将传统媒体的公
信力与新媒体的传播性、服
务性相结合，形成融媒体力

量。
“新闻工厂生产以新闻

为主导的产品，即报网端产
品。直播工厂依托中央厨
房庞大的数据库，向客户
提供定向开发内容产品。”
代志武说，“创意工厂则生
产 具 有 IP 价 值 的 创 意 产
品，比如创意出版物、微视
频、微电影等。报社不仅仅
是生产报纸，我们鼓励员
工成立创新工作室，通过政
策孵化助力其发展。就拿旗
袍秀工作室来说，该工作室
聚集了上千名 40 岁到 50 岁
的妇女，常年开展旗袍秀
培训和其他延伸服务，并
参与文化活动，形成创新
文化品牌。”

荆州日报传媒集团党委书记、社长代志武

建设新闻梦工厂 形成融媒体力量

□本报记者 杨 淇

“悲秋，曲径重寻黯碧
苔，倚扉犹似待君来，此生
永失天台路，老凤秋梧各
自哀。”中国报业融媒研究
中心执行主任周劲的演讲

“党报突围——智能互联时
代的困局、格局与布局”以
这样一首诗开始，周劲通过
这首诗讲述了如今党媒的困
境。

周劲表示，当下党媒的
主要矛盾是人民对资讯服务
日益增长的需求与党报失去
用户连接，传播难以触达
用户、劝服用户之间的矛
盾。“党媒当下最需要的是
用户的开发能力，也就是
发掘用户、汇聚用户、为

用户画像的能力，通过挖
掘用户数据，形成用户画
像，研究用户的需求，研
究如何推送，产生用户黏
性。”

“党媒应该加强顶层设
计，有一个长远战略规划。”
周劲说，战略规划和战术路
径应为正确地做事和做正确
的事，做到战略规划看得
远、经营转型走得稳、多元
产业跨得好、组织生态撑得
住、资本运作有得花、商业
模式赚得到。

“穿越战略转折点为我们
设下的死亡之谷，是一个组
织必须历经的最大磨难。”最
后，周劲以英格尔总裁安
迪·格鲁夫的这句话结束了
他的演讲。

中国报业融媒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周劲

加强顶层设计 实现党媒突围

□本报记者 王 培

“唯一不变的是变化，唯
一确定的是不确定。”封面传
媒常务副总裁、华西都市网
CEO张华在演讲中说，从报
纸到广播电视，再到互联
网、智能手机，移动互联网
改变了传播场景。尽管预测
未来是最难的，但面向未
来、应对危机，必须以“将
来时”的状态去布局，去找
出路。

张华认为，媒体的发展
是从全媒体阶段到融媒体
阶 段 ， 再 到 智 媒 体 阶 段 。
智媒体时代，人工智能的
快速发展，深度改变着我
们的传播，是从传播者、传
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
对象到传播效果全方位的

改变。“人机协同，让人做
人擅长的事，机器做机器擅
长的事。具有原创采编权的
媒体人的专业优势和人工
智能的高效智能生产，将
会更为完美地结合。”张华
说。

“2015 年 10 月 28 日，为
推动华西都市报整体转型，
封面传媒成立；2016年5月4
日，核心产品封面新闻客户
端上线，定位为亿万年轻人
的生活方式；2016年10月28
日，提出将封面新闻打造为

‘智媒体’……”演讲中，张
华还从实例讲解了从纸媒到
智媒的重构再生，并向大家
介绍了封面传媒利用自身的
技术力量，自主开发的以人
工智能系统为支撑的封巢智
媒体。

封面传媒常务副总裁、华西都市网CEO张华

打造“智媒体”引领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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