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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媒时代地方党报的创新报道思
路探讨

◎李桃红
摘要：融媒时代，信息的传播主体与传递形式发

生深刻变化，传统媒体一度唱衰，读者生活与观念发

生同样巨变，地方党报面临生存危机与发展困局，如

何掌握话语权成为新的难题。要守牢舆论主阵地，

就必须强化责任与担当，主动谋划，顺势而为，借

助创新手段不断提升整体传播效果。基于此，本文

就融媒时代地方党报的创新思路进行深入探讨，研

究如何提升党报新闻舆论引导力，力争全面完成党

媒转型新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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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下，地方党报如何在社会舆论中发出最强音、守牢话语权、捍卫

影响力，成了党报工作人员在融媒时代下的又一新课题。十九大报告特别强

调了新闻舆论需要进一步提升新闻舆论“四力”，为地方党报的创新发展指

明了方向。

一、借助可视化技术突出党报内涵

读屏时代，仅仅一个好标题已然不能满足大众需求，充实的内容和创新

的表达形式都是吸引大众的关键所在。在融媒体时代这一大背景下，地方党

报更需要以大众视角为出发点，借助可视化技术新手段创新报道形式，一方

面迎合大众阅读习惯，另一方面对新闻内容进行针对性优化，在增强时政新

闻业性的同时，赋予内容两种“有意义”与“有意思”的结合，从而增强阅

读互动性和可读性。

在写作环节上，党报记者更应将冗长的文字表述进行有效转换，对文字

理论和内涵进行精准提炼，通过简洁的语言和清晰的思路让大众在化繁为简

的方式下找到重点，便于快速阅读并引发其思考。除此之外，记者在写作环

节应借助“轻阅读”来进行新闻写作的创新，梳理出关键词，帮大众“划重点”，

让新闻的厚度增强。优质内容的吸引力极强，不仅要让内涵丰富，还应重视

低学历人员的理解能力，在写作时有意识地融入“接地气”的内容和表达方式，

在正文最后创新使用“延伸阅读”，依托思维导图等方式与正文形成一种互补，

彰显“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在创新过程中，党报不再是将内容进行原封不动的传递，而是将新闻中

的交汇点进行收集，核理全文再进行可视化的编辑，让党报以全新的形式展

现给大众。同时，加强新闻策划变得更加重要，既要依据新闻事实策划报道

重点、亮点和思想，选取报道的角度和形式，也要深入广泛的采访和深度分析，

努力创造更多有高度、有温度、有特色的新闻报道，不断形成集约化的整体

舆论中心，吸引读者注意。

二、巧用资源优势延伸党报产业链

讲好故事、传播好党的声音、不断巩固壮大主流舆论阵地，是党报的重

大使命，也是新时代的重大课题。党报要比起一般报纸媒体应具有更强的核

（三）使故事情节更加丰富

《秋菊打官司》中的系列情节向观众凸显了

淳朴民风。影片中的村长这一角色鲜明且立体：

菊多次进城告村长，但村长都是热情相迎，且秋

菊难产，村长也连夜带着人将她抬到了医院抢救，

及时营救了秋菊母子。在此桥段中，村长是个公

私分明、热情助人、朴实的人，其朴实的语言让

人动容，也让故事情节变得更加生动。

三、结语

综上所述，对话留白是影视作品创作者给观

众留下的快乐源泉，其也留下了一定的悬念，也

留下了多元解答、多维思索的空间，其为观众探

索与想象提供了空间。此外，对话留白艺术效果

的应用，能加深观众对作品的理解，可看作为对

作品赏析呈现多元化的审美追求，对此，对话留

白的合理化应用具有现实意义与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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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竞争力、公众信誉度、权威性以及影响

力，因此，新媒体时代下的党报更应该突

破创新，做到权威发布、深度报道、清新

面孔，才能充分发挥自身资源优势延伸产

业链。

渠道的融合不仅是技术的借鉴与更

新，还应重视大众需求和阅读欲望的结合，

需要对思维进行转换，在渠道的拓展下，

巧用资源优势来完成地方党报产业链的不

断延伸，实现跨界共享。5G 时代，党政

机关、媒体和用户的联系加强，地方党报

的报道也在多方联动下对新闻写作、报道

的创新做到重视，开辟出新闻 + 医疗、新

闻 + 教育、新闻 + 互联网等多种模式。

鉴于此，地方党报记者在对时政新闻

进行编辑时，需要创新栏目的框架、写作

的方式，让内容极具探究意味，同时也对

党的政策和方针进行深入的解读，通过线

上线下的一些活动来增强用户的黏性，获

得铁杆的粉丝。为此，地方党报在多样化

和分众化的格局里，借助资源的共享剔除

僵尸信息，将备文案、选题目和写作进行

有效结合，重视内涵的展现，在“埋伏笔”

的方式下让大众在阅读时走入深度的思

考，同时，结合报道的内容将语言特色、

表情、动作和声音等融入，使大众的感知

力得到有效提升，也将进一步增强地方党

报新闻信息所具有的影响力。

三、转换报道视角提高报道成效

基于长期的实践，地方党报的话语

体系较为固定，写作和报道的方式也略显

拘谨，而大众更希望在轻松的方式下获得

所需的各类信息。为此，地方党报应对报

道的视角进行科学转换，对新闻写作进行

改进，实现“古法新用”，让传统报道在

接地气的报道下迎合分众化的新特点，使

“80”“90 后”为主体的模式转换“00 后”

乃至更多群体的多元模式。

在新闻写作实践中，记者在夹叙夹议

中增加地方党报的可读性，让报道带有悬

疑色彩，使写作风格得到相应的拓展，由

宏观视角转换为个人视角，在语态的调整

下诠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再中规中

矩，可以借助个性化的行文风格来拓展党

报的内容，使地方党报获得更多的关注，

也能够让阅读者进行热烈的讨论，一方面

可以将地方党报的传播效果做到切实有效

的增强，另一方面还能在互动中将问题做

到针对性地解决，发挥出地方党报的舆论

旗帜作用，适应融媒体时代的前行趋势。

在地方党报的创新中，记者应带着长

远的眼光来吸引年轻群体的大众，做好新

闻的悬疑处理，将记者的观点恰当融入其

中，让报道的写作特点吸引大众，同时优

化地方党报与大众的互动模式，借助“微

新闻”来尝试创新，让地方党报写作多样，

为党报所传递的信息做到有益补充，与大

众站在同一高度去完成党报的创新，改变

以往呆板和生硬的模式，迎合大众的兴趣，

让传播效果得到极大程度的提升。

四、创新报道内容实现用户聚合

真相一直是新闻的根本遵循，也是

地方党报一直追求的，党报记者带着急切

的热情对碎片化信息进行快速和精准的筛

选，让党报的内容更为优质，这正是地方

党报在融媒体时代下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关

键所在。

首先，地方党报应发挥出城市主导力

量，将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视

为特殊群体，积极拓展党报影响力，为城

市的不断前行和公众的舆论方向带来正确

的引导效用。在融媒体时代下，大众对党

报内容有了更高 要求，党报记者应对内容

的深度和内涵做到科学扩充，使之极具思

考和引导价值，能够增强党报的公信力，

同时将党的理论、方针和路线等做到准确

的传递，将新闻所应具有的价值进行完整

的展现，也能够在专业化、深度化的专业

党报中将大众的思想高度做到提升，更可

以将每位党员干部的责任心和自觉性做到

切实有效的增强。在实际的工作中，地方

党报应结合党报的职能、政治和文化领域

的变化，借助科学的思想对新闻事件的内

涵做到深度挖掘，依托敏锐的洞察力和多

元的视角来引导大众，使之可以在正确的

思想意识下完成价值的判断，从而发挥出

党报的影响力。

其次，增强党报吸引力，一方面要迎

合大众的真实喜好和阅读习惯，另一方面

应以大众不断变化的需求为方向来进行新

闻资源的整理与传播，同时巧妙使用接地

气的话语对党的方针和政策进行细致化的

解读，让大众看得明白、懂得透彻，从而

实现 N 次传播，将地方党报的影响力做

到相应的增强，也让“宣传”逐渐转换为

“吸引”，增强大众的凝聚力，也落实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最后，创新媒体表达的方式，借助舆

论生态的研究，让地方党报成功站在舆论

的最高点，不再喊口号，而是将宣传实效

做到不断增强，使网络传播的成效提升。

为此，地方党报记者应对表达方式进行创

新，同时借助网络优势来实现多平台的同

步传播，在标题、方案和风格上进行创新，

增加不同的网络和生活元素，使地方党报

极具穿透力。

五、结语

时代在向前，万物已开始互联，地方

党报应将思维做到极大程度的延伸，从而

找准前行的大方向，让行业的信念得到传

承，使新闻的内涵得到有效彰显，将地方

党报的核心竞争力做到不断提高。在实践

中，地方党报借助可视化技术和资源优势

来建立起互动和多元的融合转换报道的视

角，让党报积极发挥党的喉舌效用，使新

闻生产方式得到改进，以鲜活生动的新形

式切实有效提升传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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