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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深融的四个关键点：
技术、视频、渠道、用户

●● 刘红杰 刘红杰

2014 年 8 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

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我国的媒体融合探索

在全国范围内逐渐铺开。5G 时代，新媒体遍地开花，

并以鲜明的多维特征和高度黏性迅速崛起，传统主

流媒体面临很多挑战，应顺应时代要求，积极探索

转型发展之路，如布局微博、微信、抖音、快手等

新媒体平台，建设新闻客户端等，满足用户多元需求，

实现传播的多元化、多样化、立体化。

媒体深度融合发展面临的挑战

融合理念要提升。现阶段的媒体融合正向纵深

推进，但受制于传统媒体长期以来的运行机制和固

有观念，尚未完全摆脱之前的思维模式。一些媒体

在融合变革的过程中容易浮于表面， 不能够真正理

解媒体融合的深层内涵，只是将融合变革当成是不

同媒介手段的简单叠加。另外，一些传统媒体人在

融合过程中思想不到位、主动性不高，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媒体融合向深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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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推进媒体融合向纵深推进，应以技术研发为突破、以视频传播为抓手、以

渠道传送为载体、以用户图谱为支点，充分利用技术和视频等手段，实现用户价值最

大化，夯实主流舆论阵地。

融合人才较欠缺。有些传统媒体人对新媒体技

术手段还没有熟练掌握， 处理新媒体方面的工作时

常出现操作不流畅等情况。同样， 有些熟练掌握新

媒体技术的人员， 对传统媒体的采编要求也存在理

解不准确、操作不到位等情况。全媒体人才既要具

备基本职业素养， 也要熟练掌握新媒体技术， 这在

一定程度上造成媒体融合过程中传播效果难以保障、 

内容质量有待提升等问题。

融合机制需改进。推进媒体融合发展， 新的问

题必须解决。目前， 很多传统媒体对深度融合需进

一步明晰定位， 提出更为明确的战略目标。内容上

的创新、平台上的提升、数据上的联通， 是当下媒

体创新突破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媒体融合的体制

机制与思维观念必须与时俱进， 避免造成传统媒体

与新媒体平台的“不对称”竞争。

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方向

融合发展， 要善于运用数字化、智能化思维模

式和形式， 将媒体产品融入社会生产生活中，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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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源的全盘性、系统性整合，聚合人民力量， 

打造具有行业竞争力的主流媒体， 建立拥有强大传

播力、影响力、引导力、公信力的新型主流媒体集团。 

要通过数据库搭建智能后台应用，以用户需求带动

区域流量，夯实主流媒体发展根基，提升舆论引导

的时度效。要以技术研发为突破、以视频传播为抓手、

以渠道传送为载体、以用户图谱为支点，推进媒体

深度融合。

以技术研发为突破。媒体融合发展依赖技术变

革。信息技术发展日新月异，融合发展需要不断跟

进和探索新技术的应用和创新，以提升融合发展成

效。在 5G 等新技术逐渐推广应用的当下，技术全方

位渗透到信息生产的各个方面，引领和直接参与内

容生产、传播已成为可能。

对于技术的研发还涵盖对实际应用的掌握，只

有将技术运用到媒体实践中，才可能实现智能化转

型。要积极研发“云平台”“小程序”“客户端”等，

努力构建多层次、多形态新媒体传播格局。

以视频传播为抓手。短视频作为一种传播形态被

广泛接受，视频在新闻报道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成为

掌握“流量密码”的关键。对传统媒体来说， 视频化

布局是转型新媒体的重要一步，能增强媒体自身的影

响力。目前，传统媒体基本上已实现了视频化的战略

布局，但推进媒体深度融合，不能仅满足于单线的视

频布局和运作，还要对视频进行更加专业化的制作。

以渠道传送为载体。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

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塑造主流舆论格局。”传统

媒体时代，传播渠道单一，仅限于对于新闻内容的单

向传播，不能实现用户的互动。全媒体时代，传播渠

道的界限被打破，信息资源实现了共享。挖掘和拓展

新渠道，不仅可以实现用户的多渠道积累， 也能为新

闻的分发和传播提供更多可能，是推进媒体深度融合

的必然选择，更是主流媒体主导主流舆论新格局的必

然选择。

以用户图谱为支点。进入深度融合阶段，媒体

面临的一大挑战是“有流量，没用户”。没有自主平

台，自然不会带来用户的积累和延续。“融合” 一词，

既可以理解为“你、我”的相互贯通联系， 又可以

理解为服务广大群众的一种新形态。媒体融合发展

的重点， 是从单一输送到双向沟通的转变， 这是牢

牢抓住用户的关键。

用户是媒体的根基，用户群体越庞大， 媒体的

生命力就越旺盛。要从用户需求入手进行思维的转

变， 将媒体的中心任务向用户精准倾斜，对用户关

注的内容进行精细化、创新性生产。同时， 运用好

大数据算法， 在精准分发、收集、反馈等方面更好

为用户服务， 增强用户黏性。这也是媒体深度融合

的重要一环。

综上可见，媒体深度融合有几个关键。技术、

视频、渠道、用户这些问题需系统分析和研究，缺

一不可、密不可分。视频是新闻的内容组成，同时

又是传播介质形态， 是媒体转型的重要切入点，也

是深度融合发展的关键支撑 ；技术是新媒体与传统

媒体共赢共享的支撑，也是融合发展的引领和驱动， 

没有技术就没有深度融合 ；渠道是平台、矩阵，是

提升影响力、传播力的引擎 ；用户是根本，是媒体

开展运营与布局的最终目的。

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齐鲁实践

近年来，齐鲁晚报·齐鲁壹点主动适应传播生

态变化，不断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明确了“1 ＋

2 ＋ 3 ＋ N ＋ 3 ＝ 1”的融合发展总体布局。“1”,

即 1 个定位， 打造新型现代智慧传媒 ；“2”即两个

品牌， 齐鲁晚报和齐鲁壹点；“3”即 3 个平台，智媒、

智云、智库，分别是以齐鲁壹点为核心的智能化生

产平台、以齐鲁智云为核心的智能化大数据应用平

台、以壹点智库为核心的智慧化资源整合平台 ；“N”

即 N 种“传媒＋”融媒业态模式，包括“传媒＋广

告 / 内容 / 视频”等 ；“3”即 3 个中台，内容中台、

数据中台、技术中台 ；“=1”即实现一个目标，构建

全新影响力。

打造具有齐鲁特色的全媒体传播格局， 全面做

实做强新型智慧媒体，齐鲁晚报·齐鲁壹点深度融

合取得一定成效。

确立“视频优先”“内容优先”战略，努力打造

优质化、专业化视频内容。为打造优质内容生产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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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提升影响力， 齐鲁壹点确立了“视频优先”“内

容优先”的发展战略，将“视频化”确定为媒体深度

融合和智媒建设的重点指标，推进传播手段、传播方

式的转型升级，以视频为核心，建立以内容建设为根

本、先进技术为支撑、创新管理为保障的全媒体传播

体系。

具体来说，就是树立“无视频不新闻，无视频

不传播”理念，推行全员视频、全行业视频，充分

利用新技术，推进技术与视频融合，推动视频生产

由全员化到专业化、品牌化的跨越，以源源不断的

精品力作，牢牢占据舆论引导、思想引领、文化传承、

服务人民的传播制高点。

在“视频优先”“内容优先”的整体战略下， 齐

鲁壹点推出双视频战略，“果然视频”主要进行新闻

视频生产，“壹视频”重点做好经营支撑工作。目前，

“果然视频”日均生产原创视频约 200 条，全网日均

点击量过亿，培养了一支 200 余人的视频生产团队，

实现了视频生产的山东 16 市联动。“壹视频”作为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重大题材视频品牌，区别于时

事新闻类视频，更加侧重策划的创意性和制作的精

细化， 以生产更多优质视频。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积极探索布局视频电商新

业态。2020 年 8 月，壹点视频电商基地成立，基地

面积达到 3000 平方米，拥有 3 个演播室、16 个场景

直播间、1 个音频直播间，政务、商务、科技、娱乐、

美食、美妆等近 20 个场景可同时在线直播。同时，

通过打造齐鲁传媒 MCN（多媒体网络）基地，探索

“达人培养 + 账号打造 + 商业变现”模式，孵化了“平

凡中国人”“老徐话高招”“皇姐问房”等上百个达

人账号。视频对经营的贡献，由最初的“支撑”作用，

变成了现在的“支柱”。

搭建“传媒 + 技术”的技术中台，为深度融合

提供专业支撑。在媒体深度融合的探索中，齐鲁壹

点坚持技术引领驱动， 确保融合发展的领先优势。

技术中台基于“传媒 + 技术”深度融合而搭建，由

基础层、能力层、业务层构成，具有跨平台、低耦合、

易扩展、强安全等特点，有为各个业务应用输出统

一技术的能力，主要包括新媒体产品研发平台、人

工智能平台、区块链平台、“互联网 + 政务服务”平

台、虚拟现实 / 增强现实平台、企业数智化平台。

以新媒体产品研发平台为例，齐鲁壹点现有专

业技术人员 80 余人，可以进行客户端小程序、H5

等融媒线上产品开发，目前已开发各类产品 200 多

个。正在建设的壹点新型主流媒体虚拟平台，作为

山东省内首个沉浸式、商业聚合的元宇宙数字空间，

以先进技术为基础，以开放共生为理念， 将与客户、

用户一起， 共同打造一个身份认同、经济繁荣、跨

越虚拟与现实、永久存续的 3D 平行数字空间，为各

行各业合作伙伴快速布局元宇宙、低成本搭建元宇

宙内容场景提供整体解决方案，为产业数字化转型

和区域实体经济发展赋能。

构建多维传播渠道，明晰区域主流品牌定位。

为加快转型和融合发展，齐鲁壹点基于大数据、云

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核心技术，整合智能采

集、生产、分发、接收、反馈等系统， 搭建起内容

生产与传播平台， 并通过整合齐鲁壹点的内容生产、

创意策划和融媒传播等，为党政、商务发布提供全

方位内容策划与运营平台。同时，聚焦用户在内容、 

数据和技术等条线的共性需求，搭建并完善媒体中

台， 探索媒体参与社会治理的新路径。

在搭建自有平台的基础上，齐鲁壹点不断强化

外部渠道建设。2017 年，成立战略合作事业部，加

强同外部平台的对接和合作。2019 年 5 月， 成立全

网分发部，并入战略合作事业部，成为战略合作及

内容分发中心。该中心对人民号、新华号、央视号

实行专人专岗运营，对华为号细分了小视频、体育、

房产等 9 个垂直账号运营，已在华为浏览器形成有

23 个账号的小矩阵。齐鲁壹点不但与央媒、商业平

台、区域主流媒体进行了多方位的战略合作，还完

成了大量优质内容的全网分发，实现了内容传播力

和品牌影响力的双丰收。成立了双微事业部、抖音

事业部等部门，进行“双微”、视频号、抖音号等开

发运营。

在渠道建设上的深耕也取得了不错成效。截至

2022 年上半年，人民号粉丝超过 25.2 万，新华号粉

丝 21.5 万，粉丝增长均超 140%；头条号粉丝 314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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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涨粉超 110 万 ；百家号粉丝 115 万 ；腾讯企鹅

号粉丝 60.2 万 ；快传号粉丝快速涨至 10.3 万 ；网

易号粉丝 7.85 万 ；一点资讯粉丝 58 万。头条日均

流量超千万成为常态， 日均最高突破 4200 万。

目前，齐鲁壹点下载量超 6100 万，日均活跃用

户超百万 ；齐鲁晚报官方微博粉丝超 1306 万，影响

力居山东省媒体首位， 微博矩阵粉丝超 3200 万 ；官

方微信粉丝超 150 万， 微信矩阵粉丝超 570 万 ；官

方抖音号齐鲁晚报·果然视频粉丝数超 1550 万，影

响力位列山东省第一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报网微

端矩阵总覆盖人群超过 1 亿。至此，建成自有平台、

联合区域主流媒体平台、商业平台、央媒平台四级

渠道。

分析用户生态图谱，拓展用户需求。用户画像

平台是根据壹点数据仓中巨量用户数据和海量外部

合作数据，结合企业、行业客户的数据积累和业务

场景需求，通过数据分析和挖掘后形成统一的用户

画像系统， 可以为企业、行业客户提供精准数据分

析及运营服务。

目前，齐鲁壹点 700 多名记者已初步上线，实

现了“找记者，上壹点”功能；用户在线主打栏目“情

报站”注册用户超 22 万，用户平均每天独立生产稿

件 5000 篇，成为山东最大的 UGC（用户生产内容）

内容聚合平台。壹点号汇集了

来自山东及省外各地有影响力

的自媒体账号，目前已入驻 1.2

万余个，包括个人号、党建号、

政务号、教育号、企业号、健

康号六大类，日均生产 PUGC

（职业用户生产内容）内容 900

多条。“问壹点”栏目上线专

家超千名，包括“壹点问暖”“ 

壹点问考”“壹点问法”“壹点

问财”等 17 个子栏目，为用

户线上解决问题。壹点公益频

道有 6200 多个公益组织或个

人入驻。

目前，齐鲁壹点已建立起

美食、相亲、公益、健身运动、教育、婴幼、老年

七大用户社群。没有聚焦专业领域的影响力，很难

实现经营的变现。这些垂类社群在平台建设、内容

生产， 尤其活动经营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

通过技术引领、视频先行、机制创新、团队建设， 

齐鲁壹点建立起自主可控的智能化生产平台，实现

了在线化、智能化、智慧化和视频化。目前，99% 

的主力军都进入媒体深度融合的主阵地，通过打造

专业团队，实现了主力军挺进主战场，年轻人成为

媒体融合的骨干。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的媒体融合取得显著成

效。2018 年以来，连续 3 年新媒体年经营收入增长

30%，实现了总覆盖人群过亿、新媒体创收过亿的

“双过亿”目标，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

不断增强， 形成了“传媒 +N”的经营模式，初步

建成新型现代智慧传媒。2021 年 12 月，国家新闻

出版署公布 60 个全国报业深度融合发展创新优秀案

例，由山东省委宣传部推荐、齐鲁壹点传媒申报的

“齐鲁壹点媒体中台”成功入选，成为当年山东唯一

入选项目。

（作者系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财经新闻事业中心主

编兼视频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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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壹点超高清4K数字化AR虚拟现实沉浸式演播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