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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媒体中心运用新媒体手段赋能乡村振兴 

陈一沫 
（阳江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阳江  529500） 

摘  要：在新媒体时代背景下，融媒体中心通过创新的手段和策略，有效促进了乡村振兴的多个方面。新媒体手段有利于畅通

乡村产品的销售渠道，通过社交网络、电商平台等直接连接生产者和消费者，提高市场竞争力。同时，新媒体手段为乡村地区创造

了新的就业机会和提升居民技能，吸引人才回流。本文主要探讨融媒体中心运用新媒体手段赋能乡村振兴的多维价值及实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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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数字化时代，新媒体成为信息传播的主要渠道，为乡村

振兴提供新的机遇和挑战。融媒体中心作为新媒体的重要运营

主体，其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本文主要分析融媒体

中心利用新媒体手段对乡村振兴的赋能价值及其具体实施路

径，以期为乡村振兴提供有效的媒体支持和发展方向。 

一、融媒体中心运用新媒体手段赋能乡村振兴的价值 

（一）有利于畅通销售渠道 

融媒体中心通过运用新媒体手段赋能乡村振兴，在畅通销

售渠道方面发挥着显著的价值。新媒体的广泛应用和普及，为

乡村产品开辟更加广阔和多元化的市场渠道，特别是在推广乡

村特色产品和提升乡村品牌知名度方面显示出巨大的潜力。首

先，通过新媒体平台，如社交网络、电商平台、短视频和直播

等，乡村产品可以直接触达城市消费者，实现从生产者到消费

者的直接连接。这种线上销售方式降低传统销售渠道的中间环

节，减少交易成本，同时也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便捷和灵活的购

物体验。其次，新媒体平台的应用还能够提高乡村产品的市场

竞争力。通过网络营销和品牌建设，乡村产品可以在更广阔的

市场中脱颖而出。例如，通过故事化营销，讲述产品背后的乡

村故事，展示其独特的文化和工艺特色，能够增强产品的吸引

力，吸引更多具有特定消费需求和文化情感的消费群体。最后，

新媒体还为乡村产品的创新提供平台。通过收集和分析消费者

的反馈和市场数据，乡村可以根据市场需求及时调整产品结构

和营销策略，推出更符合市场趋势的产品，从而提升市场竞争

力。 

（二）有利于吸纳人员就业 

新媒体的广泛应用和发展，为乡村地区提供新的就业机会

和职业路径，特别是对年轻人和返乡创业者来说，这成为一条

吸引力强的职业发展道路。一方面，新媒体为乡村地区创造多

种就业岗位。随着数字化和网络化的加深，乡村地区可以通过

运营社交媒体账号、开设电商平台、制作短视频内容等方式参

与到新媒体经济中。这些活动需要内容创作者、网络营销人员、

直播主播等新型职业，也需要技术支持、物流服务等相关岗位，

从而为乡村居民提供就业机会。另一方面，新媒体的应用有助

于提升乡村居民的技能和能力。在参与新媒体相关工作的过程

中，乡村居民能够学习到数字营销、视频编辑、网络管理等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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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这些技能对于乡村居民在新媒体领域的工作有帮助，也能

提升乡村居民在现代职业市场中的竞争力。此外，新媒体还为

乡村地区的人才回流提供契机。对于一些有意愿返乡发展的年

轻人来说，新媒体为其提供一种创业和就业的新渠道。如可以

利用在城市学习和工作期间积累的经验和技能，结合乡村的实

际情况，开展新媒体相关的创业项目，推动乡村经济的发展，

同时实现个人职业的发展。 

二、融媒体中心运用新媒体手段赋能乡村振兴的路径 

（一）积极构建媒体融合的矩阵 

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融媒体中心通过运用新媒体手段赋

能，起着重要的作用。为实现这一目标，首要任务是积极构建

媒体融合的矩阵。这一矩阵的构建涉及将传统媒体与新兴的数

字媒体如社交平台、视频网站等紧密结合，形成一个多渠道、

多层次、多形式的传播网络。这种融合能够扩大乡村振兴项目

的影响力，还能够更有效地传递信息，吸引公众的注意和参与。

构建媒体融合矩阵的过程中，重点在于挖掘各种媒体渠道的特

点和优势，使之相互补充，形成协同效应。例如，利用社交媒

体的广泛覆盖和互动性，讲述乡村振兴中的真实故事，吸引年

轻人的关注。同时，通过电视和广播等传统媒体深入报道乡村

振兴的进展和成果，向更广泛的群体传达信息。还可以通过网

络视频和直播等形式，直观展现乡村的风貌变化和发展动态，

激发观众的好奇心和探索欲。融媒体中心还需要注重内容的创

新和质量。内容既要贴近乡村实际，反映农民的真实生活和需

求，还要富有创意，能够引起共鸣，增强传播的有效性和吸引

力。同时，通过对数据和用户反馈的分析，持续优化内容和传

播策略，以更好地服务乡村振兴战略。 

（二）运用新媒体平台讲好故事 

在乡村振兴的战略中，融媒体中心需要利用新媒体平台有

效地讲述乡村的故事。这种故事讲述能够展示乡村的风土人情、

传统文化和发展变迁，还能够传递乡村振兴的积极信息，激发

公众的兴趣和参与。在新媒体平台上讲好故事，需要精心挑选

和设计内容。这些内容应该是富有吸引力的，能够引起观众情

感共鸣的，同时也要真实反映乡村的现状和振兴过程中的成就。

比如，可以通过记录乡村改革的成功案例、乡村特色产业的发

展，或者乡村景观的美丽变化等，来展现乡村振兴的生动场景。

新媒体平台的多样性也为故事的讲述提供多种方式。可以通过

短视频、微博、直播等形式，使得故事更加生动和直观。这些

平台的互动性也使得观众可以直接参与到故事的传播和讨论

中，形成良好的互动氛围。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提升故事的传

播效果，还可以增强公众对乡村振兴的理解和支持。同时，故

事讲述还需注重创新和差异化。在众多信息汇聚的新媒体环境

中，只有具有创新性、差异化的内容才能在竞争中脱颖而出，

吸引更多的关注。这就要求融媒体中心不断探索新的表达形式

和创意内容，使乡村的故事更加独特和鲜活。 

（三）合理促进直播和产业融合 

在融媒体中心运用新媒体手段赋能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合

理促进直播和产业融合成为一条重要的路径。这种融合能够直

观地展示乡村的多样性和魅力，还能有效地推广乡村产品，加

速乡村经济的发展。直播作为一种即时性和互动性强的媒体形

式，可以更生动地展现乡村的自然风光、文化特色和日常生活。

通过直播，观众可以实时看到乡村的变化，感受乡村生活的魅

力，这对于提升乡村的知名度和吸引力具有积极作用。例如，

直播乡村的节庆活动、农事体验或者乡村旅游景点，能吸引更

多的游客和消费者。直播与乡村产业的融合，尤其是在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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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力。利用直播平台，农民可以直接向

消费者展示产品，如展示果园采摘、农产品加工的全过程，这

种“田间到餐桌”的直播不仅增加产品的透明度和信任度，还

能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这样的直播销售模式，能提高农产

品的销售额，还能帮助农民获取更多的经济收益。 

（四）充分创新报道形式和内容 

充分创新报道形式和内容是融媒体中心运用新媒体手段赋

能乡村振兴期间，实现有效传播和深度影响的关键。核心在于

突破传统新闻报道的局限，采用更加多元化和创新的方式，吸

引更广泛的受众群体并加深对乡村振兴工作的理解和支持。创

新报道形式意味着采用新媒体平台的特性来设计和呈现信息。

例如，可以利用短视频、微博、直播、图文混排、互动问答等

多种形式，使报道更加生动和吸引人。在视觉呈现上，可以使

用动图、VR 技术和 360 度视频等，为观众提供沉浸式的体验，

使观众仿佛亲自置身于乡村之中，从而增强信息的吸引力和感

染力。同时，内容创新也同样重要。这涉及传统的新闻报道，

还涵盖故事讲述、人物专访、纪录片制作等多种形式。内容上

应注重深度和广度，既要展示乡村振兴的成果，也要呈现其中

的挑战和困难，以及乡村居民的真实生活状态。还需要注重与

乡村文化、特色产业、自然风光等元素的结合，进而展示乡村

的多样性，提升内容的文化价值和吸引力。创新报道形式和内

容要求融媒体中心的工作人员具备较强的创意思维和技术能

力，能够灵活运用新媒体工具，紧跟媒体发展的趋势。同时，

应与乡村居民密切合作，真实反映乡村居民的声音和故事，使

报道更具深度和真实性。 

结语 

总之，融媒体中心通过运用新媒体手段为乡村振兴提供强

大的动力。从畅通销售渠道到创造就业机会，从媒体融合到内

容创新，这些策略共同促进乡村的经济和文化发展。随着新媒

体技术的不断进步和乡村需求的深入了解，融媒体中心应继续

探索更加有效的赋能方式，推动乡村振兴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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