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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与创新

地域文化的媒体话语重塑
——以扬州报业传媒集团文化生产为例

蒋斯亮

（扬州报业传媒集团，江苏 扬州 225009）

摘要：弘扬地域文化，是地方媒体文化生产中的重要内容。

媒体深度融合的进程中，受众视角的工作导向正在颠覆传统媒体

文化生产的话语模式。地方媒体对地域文化的话语重塑，应转变

策划视角、提升表达技巧、增加服务形式，通过地域文化的价值

阐述，引发“群体共情”，从而实现高质量的文化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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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与传播受众的“共情点”，并运用恰当的话语方式进行

表达，这是媒体深度融合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的共识。地域文化

具有广泛的情感认同度，深刻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

通过地域文化这条“精神纽带”，地方媒体可以运用融合传播手段，

与最广泛的受众形成“群体共情”。同时，地方媒体的话语重塑，

有助于突破地域文化的“自我本位”，用现代话语和全球视角，

重新阐述地方文化的时代价值，从而呼唤出更强烈的文化自觉和

文化自信。

本文以扬州报业传媒集团（下称扬报集团）近年来文化生产

为例，思考与讨论融媒背景下地域文化的媒体话语变革。

一、副刊新闻化：源于新闻，高于新闻

过去，传统纸媒的文化生产最主要的产品是文化副刊。文化

副刊肩负着一份报纸的“诗和远方”。

扬州深厚的文化底蕴孕育着一大批关注文学、热爱文学的市

民，浓厚的文化氛围也让扬州有别于国内许多地级城市。副刊重

“文”，传统副刊多为“纯文学”副刊。但新媒体背景下，纯文

学副刊市场已不能满足更多受众的需求，副刊新闻化的做法可以

有效实现受众群体的扩容。副刊的文化生产必须肩负起“历史见

证者”和“文化传承者”的双重责任。文化副刊除了“风花雪月”

的文学作品之外，还要关注重大新闻事件和社会热点，突出时代

主题，进行专题性策划，最终通过文学的形式呈现出来，引发受

众的共鸣和思考。

扬报集团旗下的《扬州日报》，一直以“在时代语境下对扬

州文化进行纵深思考”作为“梅岭”副刊的办刊宗旨。“梅岭”

副刊的专题策划一直紧跟新闻步伐，以新闻事件为切入点，引领

人们对地域文化的思辨与创新。

2019 年初，扬州城市书房出现读书热潮，“梅岭”副刊做

了扬州文化空间发展思考的文化版面。2019 年 4 月，以“清代至

民国扬州书画三百年展”为由头，“梅岭”副刊策划组织了扬州

书画艺术回眸以及艺术历史高峰的生成原因等深度解析类文章。

2019 年下半年，欧阳修学术研讨会在扬州召开，“梅岭”副刊及

时跟进，对一代文宗的文化风流、为政理念以及对当代的精神价

值等进行了多维度的深度解读。2020 年 3 月，汪曾祺先生诞辰百

年纪念日，“梅岭”副刊特别约请权威学者对汪曾祺为人为文的

风采和价值作了多重视角的探讨。扬州荣膺“世界美食之都”称号，

2020 年“梅岭”副刊多次邀请权威专家学者梳理扬州美食的历史

地位、个性内涵和发展思路。

在传统纸媒精减版面的普遍做法下，扬报集团旗下的《扬州

晚报》，却在多次改版中都对文化类周刊进行了加强。版面资源

整合之后，扬州晚报形成了周刊“集团军”，周二“书画苑”，

周三“东关街”，周四“文化 +”，周五“养生堂”，周六“绿杨风”，

周日“扬州慢”。《扬州晚报》还将副刊的专题策划伸到“读者

微信群”，根据不同副刊版面和受众群体，创新构建社群矩阵，

以有效发掘读者、聚拢读者、活跃读者，提升传播效果。版面编

辑就是群主，编辑部门通过开门办版，邀请读者加入“朋友圈”，

紧跟社会热点，与读者共同参与版面策划。在有些版面上，读者

可以既是选题线索提供者，同时也是策划者、作者。

二、作品移动化：从纸到端，小屏表达

过去，人们对报社的印象，多为以新闻报道为主。在融媒体

时代背景下，扬报集团近年来大力实施移动优先战略，全媒体矩

阵已经形成。作为扬报集团新媒体旗舰，“扬州发布”客户端策

划的一系列围绕地域文化的特色栏目和创意作品，实现了从纸到

端的小屏表达，移动端的全网推送为地域文化突破“自我本位”

提供了成功的经验。

打破地域文化的“本位藩篱”，关键在于思想站位的高低和

视野格局的大小。如对扬州运河文化的解读和呈现，不能局限在

扬州范围内，而要聚焦大运河全线，更要放眼全球运河城市。

“扬州发布”团队制作的《非遗扬州》系列视频纪录片就是

对运河文化的一次成功诠释。这部作品摒弃了传统纪录片的大场

景、长叙事的制作手法，每集浓缩在 10 分钟内，糅合了大量的地

域文化元素，符合互联网阅读习惯，吸引了年轻群体的目光。《非

遗扬州》通过讲述陈义时、张秀芳、马维衡等非遗传承人的故事，

聚焦和解读了运河城市——扬州拥有的雕版印刷、古琴、中国剪

纸三个扬州的世界非遗项目，以及扬州玉雕、扬派盆景等 16 项国

家级非遗项目。《非遗扬州》2017 年 11 月 27 日上线第一集——《墨

香》上线后，即引起强烈反响，成为全国首个纸媒出品的聚焦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微纪录片，获得全国党媒优秀原创视频十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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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被人民网列入“双语展播计划”向全球推广。下一步，扬报

集团将以扬州非遗为基点，逐渐向运河沿线其他城市覆盖，构建

移动化、数据化、视觉化、全球化的传播体系，促进大运河非遗

品牌传播更远更广。

2019 年，很多年轻人“追看”央视主播康辉的 Vlog，成为业

界新现象。由扬报集团与扬州文化广电旅游局合作打造的 Vlog 真

人秀《穿行扬州》，2020 年 5 月上线后，也同样受到众多年轻人

的追捧。《穿行扬州》避开了扬州的知名景区、景点，带领人们

驱车前往美丽幽静又极富特色的小众景点，领略小巷深处、乡村

人家的文化韵味。

随着“由纸到端”呈现媒介的变化，地域文化的解读和表达

也更加多元、更加丰富。除了专题反映地域文化的文化作品，扬

报集团还注重策划具有浓郁地方特点的新闻融媒产品。

如扬报集团获得 2019 年度江苏省媒体融合一等奖作品的

《扬州用爱为视障跑友“追光”》，就是通过新闻故事的艺术

化处理，展现出扬州“大爱之城”的形象，生动诠释了开放、

包容、朴实、善良的地域文化。作品发布后，人民日报客户端、

新华社客户端、央视新闻移动网等国内各大媒体纷纷转载。仅

发布当天，新华社客户端转载此条作品的阅读量已过 17 万，全

网阅读量突破 50 万。

又如 2020 年疫情期间，扬州发布在全国媒体中率先策划推出

《文艺战“疫”》新闻专题，组织拍摄了《逆行之光》MV，同时，

征集的扬剧《开在纸上的花朵》、扬州评话《底线》、扬州弹词《疫

情无情人有情》等作品，大量融入扬州传统文化元素，极大提高

了人们赢得战疫的信心。扬州发布在文艺界发起的“文艺战‘疫’·请

您参与”活动得到积极响应，《文艺战“疫”》专题共发布作品

百余件。

三、服务活动化：走出报纸，走近人民

在媒体深度融合的进程中，扬报集团认识到，巨大的文化需

求市场，远不止在报端、网端，还在人民群众火热的生活中。地

域文化的话语重塑不仅要在传播文本、传播媒介上创新，还要传

播链条、用户体验等方面做文章。

扬报集团注重拓展文化惠民的新渠道，以线下活动为抓手，

以会展、演出服务等新渠道拉伸报业产业链，阐述和传播地域先

进文化。如 2019 年世界运河城市论坛中的重磅文化活动之一——

运河文化嘉年华活动，扬报集团负责承办其中的五项活动，包括

异国风情歌舞表演、嘉年华巡游、优秀木偶皮影节目表演、运河

主题视频展、运河主题图片展。活动期间，吸引了大批市民和游

客观看。又如 2019 年，《扬州晚报》、扬州发布、扬州网三个平

台联动，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为主题，推出“文艺

演出进社区”活动，从明月湖畔到蝶湖公园、扬子津古渡公园，

从到甘泉镇到新集镇、西湖镇等，每到一处，都为居民送上丰富

的精神文化大餐。

会展服务是扬报集团近年来着重打造的特色服务之一。仅

2019 年，集团就先后承接、承办了一系列主要展会展馆的布展工

作：扬州市全国文明单位创建成果展、公安部“2·15”专案成果

展、扬州市青少年素质教育基地革命传统教育馆、扬州市志愿服

务工作成果展、扬州市双创工作成就展、江苏省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 70 周年成就展扬州展馆、扬州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70 周年成就展以及首届大运河嘉年华运河城市图片展等。江苏

省委机关报《新华日报》还在头版重要位置介绍了江苏省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成就展扬州展馆情况。据不完全统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扬州展馆，月参观人次超 15 万。

2020 年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线下的演出、会展活动

受限，扬报集团通过“转战”线上，举办网民节、邀请网红达人

来扬等活动，创新文化服务形式。如扬报集团策划推出的《烟花

三月 2020》MV，2020 年 4 月在《人民日报》、央视网、抖音等

全媒体平台陆续推出，为疫情进入常态化后，城市旅游业的重启

积累人气，该作品还登陆网易云音乐、QQ 音乐等各大音乐平台，

在全国 KTV 院线点歌系统上线。2020 年 4 月扬报集团参与策划

实施的“‘网眼看扬州’——抖音达人拍扬州”活动，传播效果

惊人，仅抖音平台关于 “向往扬州”主题的视频播放量超 4600 

万次。抖音达人们通过镜头把传统与现代兼具的扬州文化传递了

广大受众，在扬州美食、文化传承、科技创新等话题上与广大网

友找到共情点，巧妙地将地域文化的精神价值融入到与网友的互

动交流中。

四、结语

地方媒体肩负着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

的使命任务。地域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融

媒背景下，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正在发生变化，这必然带来生产

供给端的改革。作为地方媒体，应顺应时代，研究受众，创新运

用新媒体、新技术，将重塑地域文化的话语表达作为自觉行动，

努力满足人民群众对文化需求的新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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