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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媒体格局下县级广电发展探微 
◆高玉霞 

（利津县广播电视台  山东东营  257000） 

 
摘要：在中国，县级媒体是一个数量庞大但又长期游离于大众视野之外
的媒体族群，通常，位于城市中的区级媒体也被列入这一类中。2018 年
8 月 21 日至 22 日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扎
实抓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更好引导群众、服务群众。”这使得县级媒
体建设成为新闻行业与社会各界关注的新焦点。如何在新的媒介环境中
认识县级媒体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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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县级广播电视台的存在价值 
我国的广播电视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是党和政府的喉舌，是覆

盖最广泛的宣传舆论主阵地。县级广播电视台既是广播电视宣传
战线上的“最后一公里”，也是转播中央、省、市三级广播电视
节目的“最后一公里”，在联系党和基层群众、发挥正确舆论导
向、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基层政权等方面，其地位和作用不可替
代，也不容忽视。 

(一)县级广播电视台担负着“上情下达，下情上送”的重要
使命，是连接中央、省、市与基层的重要桥梁与枢纽。县级台既
承担着上级广播电视节目的收转任务，把党中央及各级党委的精
神及时传播出去，同时又担负着将基层的情况和呼声传递上去，
让上级及时掌握基层动态。 

(二)县级广播电视台承担着对农覆盖的重要任务，在社会主
义新农村建设和公共文化服务中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我国是农
业大国，农村人口多。根据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
大陆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居住在乡
村的人口为 674149546 人，占全部人口的 50.32%，中西部地区
农村人口比重更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文化强国，广大农
村既是重点，也是难点。县级广播电视台作为最贴近农村、农民
的广播电视媒体，在新农村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以及县域经济发
展中有着其它媒体，特别是上级广播电视媒体没有的区域优势和
特色优势。 

(三)县级广播电视台是应对突发事件和灾难预警的有力武
器。在应对基层突发公共事件，对地震、水灾等自然灾害进行预
警方面，县级广播电视台具有比其他媒体更加明显的优势，能在
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第一时间发布真实情况，能牢牢把握宣传主
动权，有效杜绝谣言的出现和传播。 

(四)县级广播电视台更能贴切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
是走基层、服务百姓的必要渠道，是发现、挖掘和推介基层先进
典型的重要媒体。县级台是地方党委政府的宣传主阵地，它及时
传达决策部署，反映社情民意，传递民众心声，为改革和经济建
设服务，是基层党委、政府和人民群众沟通的桥梁，是构建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最具影响力的媒体。特别是在 2003 年
县级报纸取消之后，县级广播电视台更是各县唯一的宣传平台和
信息传播平台，对当地的舆论宣传和经济发展起到不可替代的作
用。 

二、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需解决的核心问题 
（一）融合激发活力，着力打造区域主流新闻媒体 
新的媒体环境下，转变观念显得尤为重要，地方广电应该着

力于打造自身的话语权威性，而不是简单地追求收听率。事 
实证明，新闻宣传工作有突出成绩的地方媒体，往往能得到

政府的认可和支持，这也是地方媒体的核心价值。因此，地方广
电务必将坚持新闻宣传的主阵地，通过媒体融合的手段和全媒体
平台的打造家建立起一个具有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区域性
新型主流媒体，发挥自身的舆论引导作用。这不仅是地方媒体现
阶段的目标，也将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二）体制机制调整，为融合转型提供基础保障 
媒体融合要想顺利推进，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体制机制环

境。从目前的现状来看，如何从体制机制入手，改变原有的生产
经营流程，从平台打造、管理制度、资源配置、人员等方面改变
生产关系，最大程度地激发活力、释放生产力将是传统广电媒体

下一步改革的关键和根本。 
就目前的实践来看，从尝试企业化经营到绩效工资制度、人

才激励制度的建立等都是从这一点上寻求突破的方式。地方广电
媒体应通过自上而下的制度创新、政策创新，为融媒体平台提供
良好的运行环境，这不但是融媒体平台良性运转的根本，也是破
除广电长期以来的资金、人才等困境的关键手段。 

（三）打破身份限制，实施人才强台战略 
媒体转型的顺利推进必须辅以人员队伍的转型。目前，地方

广电在人才队伍上呈现出不同程度的高端人才流失、专业人才短
缺、人才队伍青黄不接等问题，诱因集中在身份和待遇上。融媒
体平台的正常运转需要匹配融合型的人才队伍，在人才队伍的打
造上，首先需要建立合理的激励制度，打破身份限制，将待遇与
业绩挂钩，绩效制度与荣誉制度并行，最大程度调动人员的工作
积极性。同时，媒体的管理者应懂管理、懂业务、懂市场、懂媒
体，为融合转型定方向、寻方法，知人善任，充分激发起全员的
工作热情和能量。 

三、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定位与发展之路 
县级广电媒体承担着将党和政府的声音及时传递到千家万

户的重要责任，是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生力军、主阵地和主
渠道，因此要牢固确立改革意识，坚持把社会效益作为首要追求，
在三个方面站稳脚跟，谋求突破。 

（一）当好喉舌，守好舆论阵地 
要通过更加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内容产品，将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成就和时代方位，“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及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宣
传到家喻户晓。同时要用地方党委政府的新举措，区域经济社会
发展的新成就，鼓舞士气，凝聚人心。从而发挥主流媒体作用，
营造有利于一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舆论氛围，巩固县域舆论阵
地。 

（二）融入受众，服务群众 
县级党委政府的惠民政策直接关系着当地百姓生产生活条

件的改善，相关部门推广的农业科技、市场动态等方面的信息，
对当地群众来说也更加具体实用有针对性。近年来，不少县级广
电融媒体积极与地方党政部门单位合作开办节目，既丰富广播电
视节目，又服务了当地干群，还优化了地方党政部门单位的形象，
可谓一举三得。在传媒市场分化不断深入的情况下，县级广电媒
体可以强化与党政部门单位的合作，加大惠民政策、致富信息、
科技文化等内容的供给，争取本地受众的情感支持。一方面，通
过挖掘地方特色文化资源，引入外来创新文化元素，用色香味俱
全的“地方菜”，帮助受众提高文化品位，达到抓住“受众之胃”
的效果。另一方面，引导受众用好新媒介，增强不同媒体获取信
息的能力，养成良好的媒介素养，为创新创业、追求美好生活创
造条件。 

（三）把内容生产放在首位，立足做强主业 
通过做强主业，形成特色，才能有效吸引注意力资源，在差

异化竞争中胜出。相对于新兴媒体，广电媒体主业和特色就在于
生产提供音视频产品。县级广电媒体深度融入当地受众的生产生
活，可以有针对性地采集各种媒体信息资源，按照当地群众乐于
接受的形式进行加工传播，生产出适销对路的音视频产品，从而
增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事业发展，关键在人。县级广电近年来
发展乏力，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缺少人才支撑，跟不上技术创新
的步伐，在内容生产、传播等方面能力不足。可以在建设融媒体
的过程中，以内容生产平台为载体，加强与不同层级、区域广电
媒体之间的人才交流、技术交流、管理交流，解决自身人才技术
基础薄弱的问题。 

毫无疑问，未来是属于融合媒体的，因此媒体人必须培养融
合媒体的思维，只有把握了融合媒体万物皆联、全向赋能的核心
思维才能够赢得未来。与此同时，强化融合媒体的供给侧改革，
提升融合媒体的引导力、传播力、影响力和公信力也是融合媒体
发展的重中之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