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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中国报业集团高层座谈会今日启幕

加加快快媒媒体体转转型型，，推推动动融融合合发发展展

全国人大常委、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柳斌杰：

国家正准备建全国信息总平台

“媒体融合是中央提出推进媒体发展的重要方向。”26日，
全国人大常委、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柳斌杰说，从发展态
势来说，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媒体与社会文化方面发展的不协
调，需要通过融合发展来优势互补，形成新的媒体集团，主导新
闻舆论的传播。

中央提出了相关政策，但实际推进有一定困难。柳斌杰分
析，因为体制改革不到位，管理模式难以融合，在资本层面融合
还有一定困难。柳斌杰认为，媒体融合可以是资本或业态上的
融合，业态融合方面，好多主流媒体集团已经在尝试。

但目前的这种合作中，存在渠道强于内容的问题。他说，新
闻方面的版权保护是有薄弱环节的，过去提供的产品无偿使用，

“光吃免费午餐，‘奶牛’谁来养？”
柳斌杰介绍，国家正准备建立一个全国的信息总平台，作

为信息总出口，任何互联网，任何电商进入这个平台都要付费。
而纸媒在发展过程中应通过管理和法律手段，进一步提升知识
价值，同时利用多渠道多平台，共享信息和经营收益。

文/本报记者 马云云 片/大众日报记者 房贤刚

本报济南11月26日讯（大众
日报记者 赵琳） 初冬的济
南，迎来一场媒体盛会——— 27
日，首届中国报业集团高层座谈
会启幕。

会议由中国新闻出版传媒
集团发起，联合大众报业集团

（大众日报社）举办。中国记协、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国新
闻出版传媒集团的有关负责人，

以及全国30家主流报业集团和3
家行业媒体的主要负责同志，聚
首泉城。

2014年是全面深化改革元
年，亦是媒体融合发展的关键之
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
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
面对巨变之中的媒体格局，站在
转型的十字路口，传统媒体应当
如何应对？为此，首届中国报业

集团高层座谈会，将围绕壮大主
流舆论、深化改革、产业发展、媒
体融合等方面进行交流。中国记
协、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各
报业集团有关负责人将进行主
题发言和自由发言交流。

“看了本届座谈会的与会人
员名单，我很兴奋！可见此次座
谈会规格之高、号召力之强、媒
体人对媒体融合发展十分重

视。”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董
事长、社长马国仓对记者说，中
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是“媒体中
的媒体”，一直关注中国媒体发
展动态。他表示，党报是重要的
舆论媒体，如果在媒体融合发展
过程中，党报集团能够抢占先
机、赢得主动，中国的媒体融合
发展就能真正走在前面。

大众报业集团党委书记、董

事长、总编辑傅绍万介绍，本届
座谈会主题是“加快媒体转型
推动融合发展”，旨在共同探讨
当前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
趋势，交流报业集团发展经验，
提振媒体从业者办报信心，推动
我国传媒业全面深化改革发展，
探索打造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
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媒体
集团的路径和措施。

湖南日报报业集团党组书记、社长、董事长覃晓光：

跳出地区办媒体，跳出报纸办报纸

“不是读者少了，而是纸媒有没有跟上。”覃晓光说，“报纸
办得不好看，所以不能怪广告客户不找我们。”

覃晓光说，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之间不是你死我活的取代关
系，而是水乳交融的互补关系。完全可以通过新媒体扩大和延
伸纸媒影响力。平台上，努力实现全面打通，湖南日报报业集团
将华声在线、三湘都市报及每天传播网整合，打造三湘华声“全
媒体”概念；内容上，实现统一生产，不同媒介根据各自需求发
布；营销上，报纸、活动、网站、户外的广告都可以捆绑。

说起报业集团的未来之路，覃晓光认为，“跳出地区办媒体，
跳出报纸办报纸。我们现在一办报二上市三盖楼，办报的重点是
整合，同时，把集团相关的一些企业整合在一起，走资本市场。”

覃晓光还认为，传统媒体在新闻深度和深耕本地上可以大
做文章。 本报见习记者 周国芳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副总编辑、南方日报社总编辑王更辉：

照搬报纸内容，不叫新闻网站

王更辉认为，纸媒最重要的还是做好内容，主业不能丢，这
是看家本领。在此基础上，主动利用新的传播技术，实现传统媒
体和新媒体的融合共赢。

至于融合的路径，王更辉坦言，现在各地报业集团均处于
摸索阶段，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实施的是“一体两翼”的多元化发
展战略：“一体”就是南方报业，“两翼”分别是南方网和“289艺
术园区”。

王更辉说，以前纸媒的官网更多的是照搬报纸内容，点击量
自然上不去。如今，南方网整合了集团旗下子报等大量采编资源，
在组织架构上，成立了专门的报网编辑委员会；在及时性上，前方
记者采访过程中实时发布信息；在多样性上，鼓励名记者名编辑
在网站上开栏目。内容不断充实起来，越来越像真正的新闻网站，
有看点了，用户自然也就多了。 本报记者 宋立山

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副社长蒋国兴：

媒体融合要用服务黏住用户

“智能手机的发展，对我们做新媒体是杀伤力最大的一把
剑，但也打开了最大的一扇门。”蒋国兴表示，传统媒体正在经
历一个去中心化的过程，互联网对新闻媒体的解构，让不少纸
媒从大众媒体转为小众媒体。

蒋国兴表示，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融合中，应该坚持“服
务集聚用户，新闻传播价值”的理念，用新闻免费、服务收费来
解决商业模式的问题。为此，传统媒体应该在报网融合中，提供
读者真正感兴趣的内容，把纸媒的忠实读者吸引住。

蒋国兴认为，在媒体融合的过程中，传统媒体的公信力仍
然是一个重要的支撑，市民对传统媒体的信赖度、认同度更高
一些。为此，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尝试建成一个枢纽型传媒集团，
以用户为中心，建立包括媒体内容和受众在内的数据库，并对
传媒产业进行重构。 本报记者 王光营

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董事长、社长马国仓：

技术传播内容，而不是取代

“内容和技术，应该说是媒体的两个巴掌，缺少了哪个都不
行。”马国仓说，当前以纸媒为代表的传统媒体似乎在新媒体

“攻势”下有式微的趋势，很多人都这么看，“但从历史上看，技
术和内容往往是相辅相成的，就像造纸术、印刷术的发展，极大
地促进了内容的传播，而这些技术却无法取代内容。同理，当下
的新技术，对传统媒体来说，同样是机遇，而不是取代内容生
产。”

在马国仓看来，内容生产上，以纸媒为代表的传统媒体具
有自己独特的优势，主要表现在纸媒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具有
专业化的新闻队伍、长期形成的品牌、广阔的信息渠道、丰富的
经验。

马国仓说，这一波新技术的出现，需要新技术与传统媒体
的融合发展。今年，中央深改组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
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充分表明了国家对媒体融合发
展的重视，马国仓表示，在这一轮融合发展中，技术略显强势，
而现在纸媒在融合发展中，还没有找到成熟的模式。

本报记者 李钢

天津日报报业集团总编辑王宏：

广告客户会更注重精准投放

说起当前新媒体“万马奔腾”的状况，王宏倒有几分冷静，
他认为，不管是新媒体，还是传统媒体，内容才是最重要的。

王宏认为，新媒体的繁荣并不意味着报纸衰落。如今，看报
纸的还是会看报纸，不看报纸的，通过新媒体看到了报纸的内
容，报纸的影响力反而扩大了。“面对融合的大潮，报纸应该以
内容立身，先把自己做好，再借助新媒体提升影响力。”

王宏介绍，近年来，天津日报报业集团在报网融合方面做了
不少尝试，一直努力把天津日报和天津网打通，用小接口塑造大
影响，把新媒体当成平台，发挥传播优势，进一步提升竞争力。

王宏说，随着市场和读者群的细分，纸媒和新媒体会逐渐
找到自身的新定位。未来的广告客户也会更加注重精准投放，
提升广告效益，所以整体来看，两者会互为补充，长期共存。

本报见习记者 张九龙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总裁向泽映：

留得人才在，不怕被淘汰

“有些优势是纸媒长期积淀的，新媒体无法比。”向泽映认
为，与新媒体相比，报纸的品牌影响力、公信力强，专业优势出
众，社会基础广泛，具有严密的体系，“最关键的是，造就了一大
批经过长期锻炼的骨干人才，他们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开放的
兼容性。有这样一批人才在，报纸就不会被新媒体淘汰，反而会
迎来新生。”

向泽映特别强调人才的重要性，他说，现在集团内部正在
进行人才结构、知识结构的改进和调整，大力吸纳新型的复合
型人才，“我们还提出了‘协同创新、综合配套’的理念，把员工
送到高校进行教育和培养，建立了产学研相结合的体系。这样
我们集团除了具有传统媒体所具有的政治性、文化性等特点
外，还具有前沿性、科技性、尖端性等新特点，实现了从文化单
位到技术研发、创新单位的转变。” 本报见习记者 朱文龙

深圳报业集团党组成员、深圳特区报总编辑胡恒芳：

发展新媒体，离不开报纸母体

“2015年将是报业要面临的很大的转折点。”胡恒芳说，这
容不得固步自封。

今年，在报业下滑的整体局势下，深圳特区报的发行量逆
势上扬，较去年同期增长了16%。胡恒芳认为，这得益于该报不
断开辟新领域，尤其做出符合时代要求的内容。该报推出的新春
系列评论，从邓小平南巡的1992年至今年年有，在全国形成十分
广泛的影响，“春节一上班整个深圳党政干部几乎都在看”。今年
深圳特区报推出《改革进行时》专版，成为各区、各部门展示改革
举措的比武场，还与前海开发区合作，推出了《前海特报》专版。

胡恒芳说，新媒体出现后，核心竞争力还是内容，而新媒体
一定是靠传统媒体这个母体发展，因为“母体是内容生产商”，
要完全脱离传统媒体的母体另辟蹊径，就是无源之水。

本报记者 马云云

向泽映

王宏

胡恒芳蒋国兴

王更辉

覃晓光

柳斌杰 马国仓

除署名外，本版摄影
本报记者 戴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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