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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微信生态圈的村级档案资源开发成果的宣传策略研

究 1

陈玲霞

（湖南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 长沙 410200）

摘要：阐述微信生态圈的含义、组成、服务和营销机理，分析村级档案资源开发成果的类型的基础上，结合微信生态圈的构成，

选取朋友圈、公众号、社群、小程序和视频号等部分服务构建宣传链条，构建公众号进行村级档案开发成果展示宣传、朋友圈发布

动态拉近与用户距离、社群维系村级档案开发成果利用者的情感、小程序搭建销售村级档案文创产品的商城、视频号拓展村级档案

开发成果宣传的微信生态圈层的宣传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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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 月 1 日实施的《村级档案管理办法》规定“围绕村中

心工作或村级组织及其成员、村民利用需求，加强档案信息资源的

开发利用”[1]。提出村级档案资源开发要满足村民和利用者的需求，

保证开发成果价值得以体现，并围绕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传承历史

文化等方面助力乡村振兴。

微信、微博、抖音等新媒体不仅是一种传播手段，更是一种数

字转型期的社会环境，为档案宣传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开拓契机

和创新空间。[2]而微信因其用户数量超 11 亿，成为新媒体中最活跃

的 APP[3]。而微信构建的生态圈则涵盖社交、营销和理财等方面，

可以采用语音、视频、图片和文字等形式传送信息，借助发布的文

案可以促使浏览用户被“种草”“拔草”和“长草”来实现良好的

营销效果，其中公众号、朋友圈、社群、小程序、视频号等服务更

成为企业营销的主战场。[4]庞大的用户基数、免费的宣传方式，让

微信生态圈成为乡村档案资源开发成果在新媒体环境下的一种非

常理想的宣传方式。

1 微信生态圈
1.1 微信生态圈的含义

生态圈是商业生态圈的简称，指商业活动的各利益相关者通过

共同建立一个价值平台而实现生态价值的最大化，力求“共同进

化”。[5]微信作为腾讯公司旗下社交领域的产品，将生产者、消费者、

分解者之间联系起来，实现沟通、经营、购物、支付一体化体系结

构，不同主体资源共享、互惠互利的生态圈，在所有新媒体中是比

较稳定、且影响力非常大的。

1.2 微信生态圈的组成

腾讯公司从产品角度将微信生态圈划分了面向用户、面向企业

两个层面。面向企业提供腾讯广告、腾讯云、以及由企业微信、小

程序组成的智慧产业；面向用户的则提供通讯社交、数字内容、金

融科技服务、工具等 4 大板块若干具体的服务（见图 1）。总之，它

打通企业从微信到消费端的生态链，形成“朋友圈——小程序——

社交广告——公众号——支付”式的闭环生态[4]。由此可见，微信

生态圈已经成为许多企业尤其是一些资金不够充足的中小企业开

展营销的主战场之一。

1.3 宣传视角的微信生态圈部分服务简析

微信依靠支付服务将用户、企业很好地联系起来，下面选取用

户使用比较多的服务，分别从含义、功能和形式方面进行简析（见

表 1）。

表 1 微信生态圈的服务

序号 名称 含义 功能 形式

1 支付
微信客户端的支付功能，用户可以通过手机

完成快速的支付流程

提供移动支付、代金券、红包、智

慧经营、支付分、安全技术等能力

支持

微信零钱、零钱通支付，

绑定银行卡支付

2 公众号
微信公众平台上申请的应用账号，利用微信

公众账号平台进行自媒体活动的服务平台

发布文章实现一对多的媒体性行为

活动

文字、图片、语音、视

频、小程序

3 朋友圈
发布动态、分享视频号或其他平台的文章、

音乐、视频等内容

记录生活，传递知识，维系感情，

营销反馈

文字、图片、视频、文

章链接、视频号

4 社群 多人交流服务

精准化宣传、营销；解答用户疑问；

有价值内容、发红包等互动活动与

用户维系感情

文字、图片、语音、视

频、小程序、链接

5 小程序

一种不需要下载安装即可使用的应用，向商

家提供和完善包括直播组件、一物一码、识

物等多个组件，在微信内被便捷地获取和传

播

帮助商家更好地在私域流量中进行

销售；实现投票功能
文字、图片、链接等

6 视频号
一款短内容社区工具，是微信内容生态的补

充和完善

打造个人 IP；宣传品牌或产品；扩

大社交圈子

1 分钟以内短视频、9

张以内的图片短内容

2.村级档案资源开发成果的类型
村级档案工作围绕乡村振兴和村民切身利益的方向，将零散

的、不系统的村级档案资源开发成不同的主题和形式的成果。具体

而言有以下几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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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村级档案资源数字化

村级各类纸质档案文献、照片等原始资源进行数字化的处理，

从而形成数字档案，并建设专题数据库、目录数据库、全文数据库

等数据库资源，如黔东南州黎平县国家级非遗项目“侗族大歌”专

题数据库、锦屏县“清水江文书”专题数据库等[6]。

2.2 村级档案编研成品

根据村级档案资源的特性，编写村史、村志、大事记等公务类

的档案编研成品。此外，还可根据各个行政村的特色编写关于民俗、

生态、风貌、传统工艺、家谱、族谱等成品。

2.3 村级档案特色主题展览

选取村级档案中有特色的资源，因地制宜开展档案文化宣传展

览、农耕文化展、传统民节民俗及文化旅游节等特色主题展览。

2.4 档案文化创意产品

依托村级档案中具有文化价值的档案，开发含有档案元素的折

扇、杯子、U 盘、鼠标垫、笔筒、书签等文创产品。

2.5 乡村记忆工程档案资源

借助展演、电子化的开发形式，将乡村中反映地域特色、活态

文化特色和群体记忆等乡村记忆档案资源，鲜活地展示村史、村情，

增强居民对乡村历史记忆。

3 基于微信生态圈的村级档案资源开发成果的宣传策略
依托庞大的用户群体，以支付为纽带，通过公众号、朋友圈、

社群发布商品或服务信息，小程序展示具体的功能和服务，社群、

视频号维系用户感情，最终通过微信支付完成购买行为，从而构成

完整的宣传链条。

3.1 公众号进行村级档案开发成果展示宣传

公众号主要用于村级档案知识介绍、展示所有村级档案资源开

发成果，村级档案部门可以开设公众号，或者利用行政村公众号创

建专栏进行宣传，宣传时需注意：第一，注重文案的可读性。文案

标题注意概述推文的主题，并合理运用“档案资源、开发成果”等

关键词；正文采用“文字+图片（视频）”的图文并茂的形式，即一

段文字配合有一定趣味性的图片，忌全部是文字的形式；整个文案

篇幅的要 1000 字以上，不能太短。第二，掌握文案发布时机。对

公众号后台时段的阅读数进行数据分析，掌握用户浏览量高的时间

点，提前约半个小时进行发布。通过摸索文案的打开率，固定文案

发布时间，并呈现一定规律性。

3.2 朋友圈发布动态拉近与用户距离

朋友圈主要用于发布村级档案资源开发成果的进程动态，并适

时对公众号和小程序的村级档案资源部分开发成果进行展示。第

一，合理规划朋友圈发布的内容。建议发布一些村级档案成果开发

的动态、介绍近期的活动，转发其他行政村档案工作的动态等内容，

通过朋友圈动态增强活跃度和存在感。第二，注重发布的形式。朋

友圈发布的内容采取“文字+图片（视频）”形式；整篇文案不注意

分行，适当添加适宜的微信聊天表情，提升阅读的愉悦感；添加地

址，可以定位到“某某村”，以便加深阅读者对行政村熟悉度。第

三，定期与用户互动。采取点赞、评论的“尾数带 8”的形式给予

红包或者优惠券的方式与用户互动，增加用户参与度。

3.3 社群维系村级档案开发成果利用者的情感

微信生态圈中的社群可以用于村级档案资源开发成品宣传、引

流，并与利用者之间开展互动等方式，维系与利用者之间的感情。

第一，社群要规范运营，命名突出主题，如“某某村档案成品交流

群”；制定社群规则，规范化管理社群。第二，规划社群营销活动，

明确每周固定发布的主题和形式，如明确村级档案资源开发成果的

宣传是一周两次，内容限定为村级档案管理相关的新闻报道、村级

档案资源开发成果进行宣传等。第三，明确社群的文案的结构，如

采用“文创产品名称+原价和促销价格+卖点+购买链接”的结构等。

第四，注重社群互动。采取社群打卡、发红包、抢答有礼品等形式

来与社群成员互动。

3.4 小程序搭建销售村级档案文创产品的商城

第一，创建“某某村档案文创店”的小程序商城，店铺名称和

店招要突出行政村的名称，并清晰介绍出销售产品的类型。第二、

规范商城介绍，突出店铺销售产品的特色，比如“本商城主要销售

原创的文创产品的类型”。第三，撰写村级档案文创产品的商品展

示文案。标题符合微信搜索推荐机制，突出商品名称和卖点；标出

原价和促销价，让用户感觉到实惠，勾起购买的欲望；商品图片尽

量采用清晰的实拍原创照片；

3.5 视频号拓展村级档案开发成果宣传的新媒体圈层

视频号的每一段短视频都打造成宣传村级档案资源开发成果

的顶级流量视频。第一，明确视频号的定位。视频号用于村级档案

资源开发成果宣传，规划好内容。第二，规范视频号发布形式。视

频号发布可以是 1 分钟视频内容，也可以是九宫格图片的形式，建

议多发 1 分钟视频更为生动。第三，视频号的内容宜精不宜泛。视

频号要精心策划，如介绍开发过程为主、展现成果的特色来营造开

发成果宣传的 IP；视频号内容要提前写好脚本，精心拍摄，精美剪

辑，有辨识度高的固定的片头和结束语，并配上字幕。

借助微信生态圈实施村级档案资源开发成果的宣传，把握用户

核心需求，抓住用户痛点，综合利用新媒体传播功能的潮流性和广

泛性，结合村级档案资源的特色，进行精准、高效和多方面覆盖式

的推广，将村级档案资源开发成果传播到更广的角落，分布到更多

的人群，让更多的人熟知村级档案资源的丰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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