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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7致胜·齐鲁壹点7 . 0版上线特别报道

发发掘掘身身边边好好故故事事，，为为区区县县““点点睛睛””
我省百区县政务部门入驻齐鲁壹点情报站

本报记者 高寒 崔岩 廖雯颖

让情报员遍布全
省的各个角落

挖掘正能量，营造正舆情，
“看见美好”，为区县赋能。27日
上午，齐鲁晚报副总编辑、齐鲁
壹点总编辑王建廷，向来自全
省区县宣传部门的代表分享了
壹点情报站的运作模式。

“人手不足、时效性不够、
选点不准，一直是区县挖掘好
故事、传播好故事的痛点。其实
移动端风行的当下，传播是个
动态的过程，是个即时性很强
的工作，必须从原点就开始挖
掘。”王建廷举例，按照过去的
新闻传播模式，好故事发生后，
各级通讯员一层一层报到宣传
部门，宣传部门再整合成稿联
系媒体，经过多个环节后，不仅
时效已经丧失，而且最具传播
力的“点”也往往被淹没，媒体
和用户都不感兴趣，很难达到
好的传播效果。

目前，已有5万多人成为
齐鲁壹点情报员，齐鲁壹点情
报站已经成为山东最大的本土
正能量集散地，最活跃的生活
互动社区。齐鲁壹点的目标是

要让所有的“地面作者”都成为
齐鲁壹点情报员，因为他们平
日活跃在大街小巷中，总会第
一时间发现各种各样的好故
事，很接地气，也很利于传播。
接下来，齐鲁壹点希望越来越
多的情报员出现在县域，遍布
山东大地的各个角落，将全省
的好故事即时地收集起来，敏
锐地挖掘出来。

27日下午，山东百区县政
务部门集体入驻情报站仪式在
传媒大厦举行。

相信用户相当于
激活了千军万马

“什么样的人可以成为情
报员？如何保证他们能够传播
正能量而不是负能量？如何调
动他们的积极性呢？”在交流
中，莱芜市莱城区宣传部副部
长王超提出了自己的问题。

王建廷介绍，情报员的发
展和选择，可以由当地来把关，
而他们所发的每一条情报，也
会由齐鲁壹点进行人工和智能
化筛选。“其实，我们都应该相
信用户，相信用户的力量，只要
相信他们，就相当于激活并拥
有了千军万马。”

王建廷还表示，齐鲁壹点

之所以能够让情报员长期保持
活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壹点
产品的互联网思维——— 用户体
验要做到极致，不仅要让用户
有参与感、存在感和价值感，更
重要的是要让用户“爽”，要

“爽”透。
“举个例子，过去，人们往

传统媒体上投稿，从发表到收
到稿费，往往三四个月过去了，
人家早就没感觉了。”王建廷
说，这样一来，就根本没有任何
用户体验了。“而在情报站上，
情报员的信息不仅会在第一时
间审核通过，第一时间传播，而
且第一时间就能收到系统发放
的红包。整个过程可能仅仅需要
几秒钟，你说爽不爽？”如今，众
多情报员不仅自发地传递信息，
还会发动身边的亲朋加入进来，
一个良性的循环已然形成。

政务机构入驻让
政民交流更顺畅

在日照市五莲县，已经有
了一支成熟的情报员队伍。在
五莲县宣传部副部长李维江看
来，齐鲁壹点情报员可以为五
莲县旅游宣传作出贡献。

李维江介绍，坐拥五莲山、
黑虎山等景区，五莲县最近又

提出了发展全域旅游。“也是在
最近，我们发现了五莲县当地
的几个情报员的巨大作用。”李
维江说，“五莲拥有丰富的旅游
资源，如果景区的工作人员、县
城的公共服务人员能够入驻齐
鲁壹点情报站，就能更方便地
将我们宣传出去。”

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这次
也入驻壹点情报站。开发区组
宣部网信办主任黄旭城认为，
这为他们县域政务机构对外宣
传扩宽了途径。“我们有了新的
对外宣传平台，热点新闻可以
随时上传，既方便快捷又可以
达到对外宣传的效果。”

泰安市宁阳县宣传部新
闻中心主任张培国认为，齐
鲁壹点的意义，还在于可以
加快推进“互联网 + 政务服
务”。“齐鲁壹点是拥有1700
万用户的大平台，政务机构
入驻可以借平台上网，实现
政民交流互通更加顺畅。”张
培国认为，这是深化简政放
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
的关键之举。特别是此次7 . 0
版本上线，功能更加强大，必将
助推基层政务上水平。

张培国相信，齐鲁壹点
让人人成为情报员，全员挖
掘山东好故事，就能让全体

人民群众积极参与进来，发现
“真”、看到“善”、传播“美”，让
大美山东口口相传。

利用草根的力量
传播正能量

主流媒体如何发挥自己的
作用，传递正能量好声音，是一
个重要课题。而泰山区宣传部常
务副部长张继峰和夏津县委宣
传部陈婷相信，齐鲁晚报和齐鲁
壹点作为扎根基层的主流媒体，
可以在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在这个人人都是记者的
年代，齐鲁壹点可以利用草根
的力量，让年轻人自觉地传播
正能量。我感觉，齐鲁壹点已经
走在了同行业的前列。”张继峰
相信，齐鲁晚报·齐鲁壹点作为
主流大报和弘扬正能量的媒
体，情报员们参与其中，其实就
是在为社会正能量服务。

在张婷看来，全民挖掘山
东好故事，只要用心发现，每个
人都可以做记者。“包括好人好
事、趣闻轶事，壹点情报员在扩
大宣传面的同时，还能形成人
人做好事学好人的氛围，引导
社会正能量。”作为一名政务工
作者，张婷表示，当天的活动真
是让她大开眼界，“很震撼！”

作为齐鲁壹点7 . 0版本的一大亮点，情报站是沟通用户和记者、发掘山东好故事的重要渠道。未来，齐鲁壹点如何扎根基层，
营造正舆情？情报员如何发掘山东好故事，弘扬正能量？27日，在齐鲁壹点7 . 0版本发布会上，这一切都有了答案。

本报记者 高寒 崔岩 廖雯颖

为了更好地活跃用户、提高
齐鲁壹点“情报站”的参与度，即
日起，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发起

“找记者，上壹点——— 百万红包
征集身边好故事”活动，向用户
发放总计为100万元的现金红
包，用于征集好的“情报”，挖掘
更多咱老百姓身边的新闻，讲山
东好故事、传递正能量。

用户发布的情报故事点击

率高、点赞量达到100以上，或是
被记者采用推荐，发布情报的用
户将获得抢红包的机会。当用户
有抢红包的机会时，齐鲁壹点首
页头条频道左上角的红包标识
将自动点亮，提示用户抢红包。
单个红包金额不等，最高上限
1000元，由达到要求的用户自行
抽取，中奖率100%，领取红包后
将可提现至微信余额。

“在情报站里，用户可以随
时分享身边见闻，有需要解决

的问题想求报道、求关注时，也
可以随时发帖@记者。最新7 . 0
版本的齐鲁壹点重建了记者与
用户的直接互动，全省首批
300名记者实时在线，与用户
进行即时互动。通过这样的机
制，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千万
壹点用户的力量，帮助记者写
出更接地气、更能反映老百姓
心声的新闻报道，全民挖掘山
东好故事，传递正能量。”齐鲁
壹点产品总监宋耀说。

“找记者，上壹点——— 百万红包征集身边好故事”活动发起

讲讲故故事事有有红红包包，，随随时时发发布布随随时时取取

27日，全省的区县宣传部门代表观摩了壹点情报站的运作模式。 本报记者 左庆 戴伟 摄

具体操作如下：
■登录“齐鲁壹点”客户端。
■进入下方“情报站”页面。
■击右上角“发帖”可以发布
情报。
■点击左上角即可展开入驻
记者名单。
■可根据新闻故事或问题线
索，选取@相关行业的记者。
■发帖后壹点编辑会对帖子
真实性进行审核，通过后帖
子会在情报站页面展示。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将会快速回应，采访编辑后
将相关新闻发布齐鲁壹点的

“头条”“看点”等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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