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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传统的报纸新闻和电视新闻正在逐渐被充

斥人们生活的网络新闻所覆盖。现代社会的人们都生活

在快节奏的世界中，因此他们更倾向于从更为方便、快

捷的网络平台上获取新闻和实时消息。但网络平台内部

并没有形成系统、完备的新闻传播体系，因此网络新闻

存在一定的虚假性和不良诱导问题。为了保证网络新闻

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大众，党和政府应该在新时期结合网

络新闻宣传工作的特点，妥善做好网络新闻的宣传工作。

一、网络新闻宣传工作的特点 1

（一）互动性广

新时期的网络新闻宣传不同于以往的报纸、广播、

电视等传统媒介，其能够实现各个媒体之间的互动以及

与信息受众间的及时互动。当一条信息或者通知通过网

络平台发布出去以后，这条信息就会在互联网的世界里

被迅速转载，一些门户网站、公众号、朋友圈、微博以

及其他社交平台也会迅速将这条信息传播开来。在传播

的过程中，每一个接收到信息的媒体或者受众都能够将

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充分表达出来，可以是与他人一致的

应和，也可以是与他人不同的观点反驳，主流媒体、自

媒体等也会迅速做出反应 [1]。在传播的过程中就已经形

成了大范围的互动，与此同时，在对网络新闻的宣传方

面也呈现了比较强的互动性，例如某些媒体或者个人在

新闻传播过程中发表不实言论，消息和通知发出部门可

以实时监测并进行监督修正，引导舆论朝着正确的方向

发展。

（二）容纳量大

网络新闻宣传可以容纳的信息量比传统的新闻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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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丰富得多，但其新闻宣传成本却在不断降低。新时期

下，进行新闻发布不再是新闻部门或者新闻记者的专属，

每一个在网络平台上进行新闻传播的人都可以成为新闻

发布者。因此网络平台上囊括了各个方面的新闻，而且

这些新闻的传播一般不会受到时长或者传播空间的限制，

不局限在单纯的文字描述或者语音描述，可以是图文并

茂或者是影音结合等形式，可以实现随时随地的传输。

所以，新时期网络新闻宣传的容纳量是过去任何一个时

期的新闻宣传方式所不能比拟的。

（三）时效性强

新时期的网络新闻宣传最明显的特点是时效性强，

可以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随着数字媒体和 5G 技术的

发展，全世界各地的新闻都可以做到全球直播。除此之

外，人们可以利用网络很轻易地查找到过去的新闻宣传

内容，获取有用的信息。可以说，新时代的新闻宣传完

全摒弃了原有的信息延迟和滞后，能够保证信息受众随

时获取第一手信息资源，这也是现代社会中人们对网络

新闻宣传工作的本质要求。

二、新时期网络新闻宣传工作的发展策略

（一）强化党的领导

在网络新闻媒体迅速发展的时代，要想应对复杂多

变的网络环境，保证网络新闻宣传工作的健康发展，形

成良好的网络新闻宣传环境，首先要做的是强化党的领

导，加强党组织和政府相关部门对网络新闻媒体的监督

和引导，致力于在进行网络新闻宣传工作时形成一致的

标准和正确的导向。任何网络新闻宣传工作都必须符合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体现新闻的本质。在网络新

闻宣传工作中强化党的领导并不意味着网络新闻不能有

不同的观点，主要是要符合主流价值观，不违反法律法

规，能够在网络世界中形成正能量，并可以推动新时期

的网络新闻宣传工作朝着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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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新闻宣传工作的相关人员要有大局观，在开展各项

新闻宣传工作时要落实好党的各项方针和政策，并做好

宣传，要能够在党的领导下担当新闻宣传工作的历史使

命，坚持各项基本原则，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宗旨，

做好党和人民的沟通桥梁与纽带 [2]。

（二）了解群众所需

新时期的网络新闻宣传工作者要树立良好的群众观，

在进行新闻宣传工作时要充分了解人民群众的需求。新

闻宣传工作本身的指向对象就是群众，因此其内容创新、

形式选择手段改进等方面都是为了满足群众的需要。网

络新闻宣传工作者要能够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内部，了

解人民群众身边发生的事件，倾听人民群众的心声，做

出能够充分反映人民群众呼声的新闻报道 [3]。真实性是

新闻的生命，同时也是对新时期党的领导下的网络新闻

宣传工作的最基本要求，网络新闻宣传工作者要做人民

群众的发言人，密切联系群众，时刻不忘宣传人民群众

在社会变革和进步中的主导地位，将新闻焦点放在群众

身上，将宣传工作的触角伸向人民群众内部，以正面宣

传为主，在深刻了解群众的疾苦、通达社情民意的基础

上，正确发挥网络新闻宣传的舆论监督作用，报道群众

感兴趣的问题，反映大多数群众的意见，始终站在最广

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上进行舆论引导和新闻宣传。

（三）抓住舆论主权

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各种

复杂的社会矛盾开始在网络世界中有所呈现，人们的思

想也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为了保证社会大众不被不良

思想诱惑或者影响，团结和凝聚人心，网络新闻宣传工

作应该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并在重要领域抓住舆论主权，

营造积极健康的网络舆论氛围。首先网络新闻宣传工作

应该体现绝对的权威性，增强新闻宣传工作的艺术性和

感染力，同时网络新闻宣传工作要对社会上出现的新问

题和新矛盾有一个正面的分析和引导，发挥好作为政府

新闻宣传机构的喉舌作用。在某一事件发生时，网络新

闻宣传部门应该第一时间将现场新闻报道进行图文并茂

的准确编排，并配备价值观正确的评论文章，有效地将

事实性信息和意见性信息进行融合并及时传达给受众。

之后，网络新闻宣传部门还要对这一事件进行连续的追

踪报道，迅速形成视觉中心，掌握舆论主权并形成强大

的舆论攻势，保证事件朝着积极向上的正面方向发展。

（四）研究传播规律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新闻信息的传递和获取

越来越方便快捷，因此网络新闻宣传工作的作用也越来越

突出。做好网络新闻宣传工作事关国家社会发展的长治久

安，要想在新时代做好网络新闻宣传工作就必须研究好传

播规律，让整个工作的过程更加符合新闻传播的规律。

有关网络新闻宣传工作的传播规律主要是有四点：

首先网络新闻宣传工作要尊重客观事实，实事求是，能

反映社会现实，真实展现现实生活；其次要尊重人民群

众，依靠人民群众，坚持以人为本，增强新闻报道的吸

引力、感染力和亲和力，保证一切的宣传工作都是为了

人民；最后是要讲究时效性，尤其是对一些重大事件和

关乎党和国家利益的新闻事件，要做到及时宣传，不能

让外界或者群众因为宣传不及时而产生误解或者出现一

些不实的报道，影响国家的声誉和政府在人民心中的权

威和信任；最后，网络新闻宣传部门的工作要做到透明

化，部门以及部门相关人员要随时接受监督。只有这样，

网络新闻宣传工作才能真实传递党和政府的声音，才能

起到激励和鼓舞人民群众的积极作用 [4]。

（五）增强清朗力度

要想增强网络空间的清朗度，就必须做到党管宣传，

党管媒体，强化舆论导向，强化网络舆论监测。相关部

门应该充分利用现代网络监测技术，全力构建一个基于

网络搜索、数据挖掘、大数据分析和云计算技术的综合

检测技术体系，增强对网络舆论中的不良信息的发现、

判断和防范。坚持依法治网的原则，提高网络宣传工作

的法治化管理水平，规范各种网络舆论的传播秩序。与

此同时，还要开展集中检查和整治，不放过网络舆论的

任何盲区，优化网络舆论生态，净化网络空间，增强清

朗力度，打造新时代的清朗网络空间。只有增加清朗力

度，打造一个清朗的网络舆论空间，才能保证党在网络

新闻宣传中牢牢把握网络舆论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

权，才能达到正确使用网络传播规律弘扬社会主义主旋

律，传播社会正能量的最终目的。

三、结语

新时期，网络已经成为新闻宣传工作的主要阵地，

与传统媒体相比其有着互动性广、容纳量大、时效性强

等多种优势。依托新媒体和新技术的网络新闻宣传工作

要想更好地发挥党和国家的喉舌作用，更好地为人民群

众服务，就必须在党的领导下，遵循新闻传播的基本规

律，密切联系群众生活，抓住舆论主权，加强舆论监督，

只有这样，网络新闻宣传工作才能获得良性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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