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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媒体转型 推动融合发展

首首届届报报业业集集团团高高层层座座谈谈会会召召开开
本报济南11月27日讯（大众

日报记者 滕敦斋 赵琳） 由
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发起主办，
大众报业集团承办的首届中国报
业集团高层座谈会27日在济南召
开。会前，省委书记姜异康会见了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
员会主任委员柳斌杰，中国记协党
组书记翟惠生等与会代表。

姜异康代表省委、省政府对
大家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这
次会议在山东召开，为我们提供
了向中央和兄弟省区市媒体学
习的机会。长期以来，党报积极
宣传党的主张，倡导良好社会风
尚，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
导权、话语权，发挥了在宣传思
想工作中的主渠道、主阵地作

用。大众报业集团在宣传省委省
政府决策部署、交流经验、推广
典型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当
前，新兴媒体的影响越来越深入
广泛，传统媒体尤其是报业集团
面临转型发展的重要契机，相信
报业集团能够积极适应传统媒
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趋势，
进一步宣传中央精神，凝聚人
心，为改革发展提供有力舆论支
持。希望大家进一步宣传推介山
东，支持山东经济社会发展。

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孙守
刚，省委常委、秘书长雷建国参
加会见。

孙守刚在开幕式致辞时说，
这次会议探讨当前传统媒体和
新兴媒体融合趋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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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新闻宣传战线贯彻落
实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战
略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的重要举措。希望全省媒
体和大众报业集团认真听取学
习各位来宾提出的宝贵建议，借
鉴兄弟省区市的好经验好做法，
不断提高舆论引导水平，推动我
省宣传工作取得新成绩。

柳斌杰作了主旨发言，他
说，党报在正确引导社会舆论、传
播社会主流文化等方面，有着不可
替代的公信力、影响力，党报永远
是引领时代潮流的旗帜。面对媒体
转型融合的新趋势，党报要科学
应对，借鉴新媒体的优势，借力

现代科技手段，创新内容、渠道、
平台、经营和管理，加快推进传
统媒体向新型主流媒体的转型，
占领新闻舆论制高点，提高我国
传媒的整体实力和传播力、公信
力、影响力。翟惠生在主旨发言中
说，这次会议直面当前媒体转型、
融合发展的热点，吸引了全国各地
的党报负责同志齐聚一堂，座谈交
流，碰撞思想的火花。面对挑战，党
报作为主流媒体应该主动出击，引
领舆论导向，把广大网民作为受
众，用传统媒体的内容优势去占领
移动互联网的阵地，消除黑色地
带，转化灰色地带，探索出一条媒
体转型、融合发展的新路径。

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党
委书记、董事长马国仓在致辞中

分析了当前中国传统报业面临
的挑战和机遇，提出，面对新技
术、新媒体的挑战，报业要提振
信心，顺势而为，积极推动自身
变革，加快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
融合发展。大众报业集团党委书
记、董事长、总编辑傅绍万作了
题为《媒体融合背景下的报业经
济形态》的发言，他提出，在媒体
融合背景下，报业要坚持以影响
力为核心，创新影响力的营造和
聚合方式，树立平台经济思维，
尽快构建起以平台经济为特征
的新型产业格局。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有
关负责人，全国21家主流报业集
团和3家行业媒体的主要负责同
志参加座谈会。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新闻报刊司副司长李军：

做好媒体融合发展的顶层设计
“近年来，各报业集团无不

把电子化、把融合发展作为重
点，涌现出了一大批转型升级和
融合发展的先导者。”27日的座
谈会上，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新闻报刊司副司长李军说。

“大众报业集团以75年历
史的深厚积淀，以改革为动力，
探索出新的报业组织形式、管

理形式和运营模式，各项工作
走在了前列。”对大众报业集团
在融合发展方面的探索，李军
给予了充分肯定。

但李军坦承，目前各报业集
团的探索大都是分散探索，主要
集中在项目探索和实施上，还没
有找到比较成熟清晰的盈利模
式，此外，在人才和资金等方面

也存在很大限制。
李军提出，报业融合发展

要树立战略思维，要克服短期
效应、急躁情绪，实现三个变
革：传播模式的变革，要由单一
单向向多元多向转变；商业模
式的变革，要由主要依赖广告
发行向综合文化服务转变；组
织模式的变革，要由单向向交

互性转变，形成一次采集、多种
生成、多元传播的组织模式。

李军介绍，为推进媒体融
合发展，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
局已经着手调研制定新闻出版
领域媒体融合发展的实施意
见，制定新媒体融合的目标方
向、途径措施以及发展政策，做
好媒体融合发展的顶层设计。

光明日报报业集团副总
编辑陆先高提出，首先要了解
媒体融合的核心要义，那就是
传统媒体拥有强大的内容生
产能力，必须通过各种途径来
进入新媒体领域，来改变目前
新媒体领域的各种乱象和生
态。

“媒体融合并不是谁融合
谁、谁吃掉谁，新媒体的内核和外
缘到现在也不是很确切，比如说
光明网，我不认为它是新媒体。”
陆先高说，光明网的内容生成、展
示、聚合以及传播过程与传统媒
体并没有什么分别，因此，办一个
网站把内容平移过来，这与媒体

融合基本没有什么关系。
陆先高通过光明日报报业

集团的产品来阐述在媒体融合
方面所做的尝试和探索。从2009

年的光明云媒，到后来2010年的
云端读报，再到基于skype的“时
光谱”新闻服务，在实践中不断
探索媒体融合的可能。近年来，

光明日报成立了“融媒体中
心”，为新媒体提供技术支持，
并负责产品设计和市场对接。

在陆先高看来，移动互联网
是未来发展的方向，光明网10月
份的统计数据显示，来自移动端
的访问量已经超过PC端，光明网
也将向更多的渠道发展。

光明日报报业集团副总编辑陆先高：

改变当前新媒体生态是融合的核心

李军

陆先高

大众报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编辑傅绍万：

媒体融合要创新影响力营造和聚合方式
“媒体融合，首要任务就是

要创新影响力营造方式。”大众
报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总
编辑傅绍万表示，报业经济是
以影响力为核心、以媒体平台
和资本平台为载体的经济形
态。

傅绍万认为，报业经济是
影响力经济，通过内容经营形

成影响力，再把影响力的产业
功能转化为产业形态和经济效
益。影响力由核心影响力、外延
影响力和品牌影响力三个方面
构成。

一般情况下，影响力越大，
产业功能越强。决定影响力产业
价值的要素，最终取决于有效的
影响区域、影响人群和影响集中

度。媒体融合，关键是创新影响
力的聚合方式。

据介绍，传统的报业经济
是线型经济，最主要的方式是
二次售卖，但这种模式正面临
挑战。未来的报业经济形态应
该是平台经济，以影响力为依
托，形成媒体平台，并将其推向
更高层次，形成资本平台。

傅绍万表示，在媒体融合
的背景下，报纸产业以影响力
为核心的本质不会变，“两种属
性”的性质不能变，需要变革的
是影响力营造和聚合方式，树
立平台经济思维，尽快构建起
以平台经济为特征的新型产业
格局，这是媒体转型融合可以
预见的曙光。傅绍万

陕西日报传媒集团总经理、陕西日报社社长钟顺虎：

纸媒应组联盟，共同发出“好声音”
陕西日报传媒集团总经

理、陕西日报社社长钟顺虎表
示，媒体转型的大势不可阻挡，
纸媒首先要坚守主业，为媒体
转型争取更加充裕的时间。

在上述基础上，要搭上新
技术革命的便车，实现对主业
的延伸，如发行渠道与物流结

合、广告传播形态进行全新调
整等。还要利用品牌优势，跨界
多元发展，如陕西日报传媒集
团在媒体与文化、金融、科技的
深度融合等方面做了有益探
索，“这些尝试都实现了跨界和
新的融合业态。”钟顺虎说。

“媒体融合是不可阻挡的潮

流，这将是对传统模式的颠覆。”
钟顺虎认为，这不是“网络+报纸”
的简单叠加，而是新媒体基因的
植入和系统元素的整合与再造。

但无论如何变化，核心依
然是受众、用户，钟顺虎表示，
要从做平媒转向做平台，“在这
个平台上，既有新闻也有生活、

服务等，实现资源共享，一切以
用户为中心。”

“融合与发展是这代媒体
人的历史责任与担当。”钟顺
虎说，希望对主流媒体转型出
台具体的政策支持，纸媒也应
组成联盟，联合发声，为推动
事业发展提供建设性意见。钟顺虎

成都传媒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编辑李少军：

打造“中央厨房”，一次采编多次传播

李少军

“今年成都传媒集团把媒
体融合提上议事日程，成立了
媒体融合领导小组。”成都传媒
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编辑李少
军说，就在不到一个月前，成都
传媒集团宣布启动进军新媒体
的“4311”战略，该战略涵盖了时
政新闻、财经资讯、生活服务和

数字娱乐四大产品矩阵，成都
传媒集团数字采编中心、自主
建立的技术研发中心、用户大
数据中心等三大中心，以及一
个新媒体产业园区和一个新媒
体产业发展基金。

谈及成都传媒集团的新媒
体建设理念，李少军认为主要

突出在“新型”和“主流”两个关
键词上。“新型”就是传统媒体
与新媒体技术上的结合，着力
以“中央厨房”的概念打造一个
数字采编中心，做到一次采编、
多次传播、多平台传播。“主流”
体现在影响力。“在‘4311’战略
的4个矩阵里，我们特别突出时

政和财经新闻，如果不能在这
些领域取得影响力，就很难说
是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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