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壹点号与用户深度连接，构建优质内容生态圈

众泉汇流处 齐鲁青未了

记者 曹竹青 济南报道

线上线下互动
凝聚正能量传播力量

在壹点号，凝聚着一大批因为齐鲁
晚报的品牌影响力而活跃的优秀创作
者，他们把壹点号当作精神的后花园和
诗意的栖居地，潜心运营，热心推广。

齐鲁壹点上线十周年之际，壹点号
用户纷纷参与“我和壹点的故事”用户互
动征集。《诗意地栖居壹点枝头》《被“看
见”是一种幸福》《青未了，听闻远方有
你》《壹点相伴，十年璀璨》《初见欢喜，久
处怦然》《我当像鸟飞往壹点的山》《一道

“壹点算术题”的背后，印证平台传播
力》……这些“溢美之词”把自我价值实
现与平台赋能相关联，让壹点号在十周
年收获了无数温暖和感动。

壹点号创作者有年轻的大学生，
有专业的摄影师，有资深球迷，有政府
机关单位，有媒体同行，更有数不胜数
的作家、文学爱好者，每周创作超过
1500篇，正能量爆款作品层出不穷。

2018年冬，壹点号举行首次年度
盛典“看见春天”，百余位创作者齐聚
雪野湖，探讨用户内容建设。2019年
秋，壹点号正式发布“清泉计划”奖励
措施，每月、每年都会评选奖励优质壹
点号和优秀作品。在“清泉计划”的扶
持下，草根用户成长为明星用户，百
万、千万的流量赋能好故事。

几年来，从百花洲的中秋雅集、烟
台长岛的粉丝节、读书活动，到诗歌吟

诵会、新书发布会、采风行、壹点
年度盛典的表彰……回首一

路欢笑，壹点号收获了
用户潮水般澎湃

的友谊。

做强优势用户
擦亮“青未了”品牌

“当青未了散文奖成为重要的文
化名片的时候，它所代表的不仅仅是写
作者对文学的热爱、对生命的呵护、对美
的追求……当一帧帧美丽的图景、一寸
寸美好的时光，被文字定格成一篇篇优
美的散文的时候，我们切实感受到，生命
被温暖所包围、被幸福所簇拥。”这是青
未了散文奖专家评审李掖平在青未了散
文奖颁奖典礼上说的一段话。

青未了散文奖已连续举办四届，
在省内外文学圈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力，成为有力展现山东形象的文化盛
事。著名文学大咖坐镇评审，提升了青
未了散文奖的权威和专业度，几部《青
未了散文奖获奖作品选集》的出版发
行，为文学精品赋能，形成完美闭环。

壹点号通过“读城记”线下座谈会紧
密联系各市作协，征文超过1000篇，总点击
量超1000万，当地作家深度参与读城记微
纪录片拍摄，成为城市文化传播的高地。
第四届青未了散文奖新增“读城记单项
奖”，让齐鲁风情的文学书写更具魅力。

专家导师在线点评
深度赋能创作者

“又是一年春草绿，壹点号的作者们
满怀激情，从江湖河海，从高山平原，以
各种方式，奔赴春山，遇见春山，走近春
山，致敬春山。文似看山不喜平。中国散
文学会会员李海粟的《云下三尺》以隐喻
的手法，富有象征性的意象，诗意盎然的
语言，不同流俗的视角，写出了自己与山
的互相观照。”这是山东省写作学会副会
长、评论家焦红军在壹点号“上春山”征
集中对用户作品的精彩点评。

2022年底，壹点号开创性上线导
师点评制，广泛联络高校教授专家、行
业大咖、各级作协主席、评论家在线点
评，形成虹吸效应，吸引行业内爱好者

入驻壹点号。目前已有68名专家被聘
为导师，参与了一百余个主题征文的
点评互动，带动用户增长近万个。

今年，壹点号面向青年群体发起“非
虚构写作”征集，山东师范大学新传学院
副教授刘仲国作为导师，对大学生的时
代观察文章进行在线点评。“公费师范
生”“职业考研人”“反向旅游”……以当
代青年的前卫视角记录了真实个人成长
的故事，引发大学生积极探讨，产生共
情。“最美校园四月天”“谁不说俺家乡
好”……这些与高校联合举办的主题
评选大赛，吸引了2000余名大学生创
作者，增强了平台年轻态内容的更新。

加强精品栏目制作
打造优质文化IP

壹点号“海岛寻梦”主理人马素平
的父辈是长岛老兵，在长岛出生长大
的她对海岛有着极深的感情。她全身
心投入壹点号“海岛寻梦”的运营，开
设“长岛岁月”“长山列岛”专栏，发布
长岛题材的诗歌、散文、小说等作品，
总点击量超过7400万，为长岛的宣传
做出了贡献。壹点号“海岛寻梦”成为
长岛文化的知名IP，马素平也完成了
从一名单纯的创作者向一名流程的组
织者和品牌的推广者的转变。

壹点号文化名家多，内容生产品
质高。依托名家资源，壹点号加强精品
栏目制作，三年多来，推出趣味汉字
课、灵犀心理课等知识类直播，打造文
化IP，其中，趣味汉字课“行走齐鲁”系
列播出一百余期，总点击量近5000万。

“寻访济南名士”系列直播追寻名士足
迹，助力齐鲁文化宣传。

壹点号作者崔洪国说：“壹点号创作
者是齐鲁壹点中的一片叶、一滴水，众
泉汇流成浩荡之势。”壹点号与
创作者双向奔赴，仍在续
写最美篇章。

十年初心如“壹”，十年砥砺前行。十年来，壹点号用品牌活动促PUGC生产，与用户建立深度连接，用
户入驻量近3万个，分为个人号、企业号、政务号、党建号、健康号、教育号、媒体号等类别，打造专业用户内
容生产平台，持续构建优质内容生态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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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青未未了了端端午午诗诗歌歌吟吟诵诵会会，，以以诗诗会会友友，，感感受受传传统统文文化化魅魅力力。。

四年前的春天，我开始执教山东师范大
学新闻学专业。也许是因为来自新闻业界这
个特殊的“出身”，加上我的文学专业背景，很
快，我从前辈那里接过了研究生“新闻采访与
写作研究”（专业硕士学位）和“新闻报道研
究”（学术硕士学位）两门课程的授课任务。

从教育的角度来看，当学生们深入探究社
会现象、用心观察社会百态并试图发出自己的
声音时，他们不仅仅是在完成学业任务，更是在
触摸时代的脉搏，理解社会运行的复杂肌理。

机缘巧合，2023年春节前，我和时任齐鲁
晚报·齐鲁壹点副总编辑王铁聊起了这件事。
经过跟学院常庆院长和其他几位资深老师反
复商讨，决定在齐鲁壹点平台上以学院名义
开设一个教育号，名称叫“山师新传媒”，基本
定位是“媒信息分享、媒产品展示、媒问题研
究、媒事件观察”，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
学院和齐鲁壹点的缘分从此牵起。

“山师新传媒”开办以来，先后刊发了“大
学故事”“迷于青春”两个研究生的非虚构写
作系列，获得了很好的社会反响。在系列作品
之外，举凡国内外重大新闻事件的分析解读、
新传业界学界的重要动态、本校学生创作的
其他优秀作品，“山师新传媒”也会择优予以
发布。有的作品还被中国教育在线、学习强
国、光明网等大号和央媒平台转发。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著名学者，曾经担任
过山东师范大学教务处长、发展规划与学科
建设处处长等重要职务的马池珠教授在“山
师新传媒”开设了个人专栏，成为在本号发文
最多、稿件质量最高的作者。

“山师新传媒”开设至今还不到两年时
间，但是阅读量和粉丝量一直在快速增加，经
常位居全省教育号前十名，去年底被评为了
齐鲁壹点年度十大教育号和新锐壹点号，至
今已有十几篇作品被评为“月度优秀文章”，
二十多位同学受到过“高校优质创作奖学金
计划”的奖励。

下一步，我们会结合山师新传学院和齐
鲁壹点合作开发的国内首个新闻传媒类专业
教育大模型“元景”，把“山师新传媒”的日常
运营和教学实践深度捆绑，一体化管理，让更
多的优秀作品和优秀学生通过齐鲁壹点这个
平台被看见、被发现。

（运营者 刘仲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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