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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 10 年前，你会怎样做出自己的投

资选择？”

9 月底，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迎

来建设 10 周年。围绕这个节点，解放日报社

“上观新闻”客户端推出一个小游戏，1.6 万余

名读者通过趣味问答，生动回望全国第一个

自贸试验区的开放发展足迹。

2013 年 8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

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加快传

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充分运用新技

术新应用创新媒体传播方式，占领信息传播

制高点。”当年 10 月，在上海市委、市政府推

动下，由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和文汇新民联合

报业集团整合重组的上海报业集团成立。

10 年来，上海报业集团积极探索传统媒

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逐步形成全媒体传

播格局，向移动化、视频化发展，从成立之初

以报刊业务为主的媒体集团，发展为拥有客

户端、网站、微博、微信公众号、手机报等多种

新媒体形态，332 个端口覆盖用户 9.55 亿的

新型主流媒体集团。

紧跟时代
努力实现宣传效果的最大化

和最优化

伴随互联网的发展，大数据、云计算、人

工智能等技术的涌现，舆论生态、媒体格局、

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化，新闻舆论工作面临

新的机遇和挑战。

“党报作为主流媒体，必须紧跟时代，大

胆运用新技术、新机制、新模式，顺应网络传

播移动化、社交化、视频化等发展趋势，加快

融合发展步伐，努力实现宣传效果的最大化

和最优化。”上海报业集团党委副书记，解放

日报社党委书记、社长、总编辑陈颂清说。

2014 年，解放日报推出“上海观察”客户

端，传统党政报道走进移动互联网，生动活泼

的表达令人耳目一新。2016 年，解放日报社

将“上海观察”更名为“上观新闻”，同时启动

深度融合、整体转型，除保留 3 个编辑部门

外，将其余部门组建为 9 个频道和编辑中心、

视觉中心、数据新闻中心、技术中心等，实现

一支队伍服务报纸和客户端两个平台。

“80 多岁的时候，说起为群众谋福利的

工作，我的母亲仍然满怀激情。”在解放日报

记者的镜头里，黄浦区宝兴里居委会第一任

主任单粲宝的小女儿黄祖菁说起几十年前的

故事，十分感慨。

拿着笔记本电脑，带着摄像机，边写文字

稿件，边拍视频影像——2020 年 9 月至 2021
年 6 月，为迎接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解放日

报策划并启动了建党百年“信仰之路”大型寻

访活动，近百名记者编辑组成 41 个融媒体报

道小组，分赴全国各地，采访一系列革命遗址

地、标志地、纪念地，累计采制文字报道近 50
万字、视频作品近 100 个、图片 1 万余幅。最

终，包括宝兴里的故事在内的 43 期报道在报

纸上与读者见面，同时衍生的新媒体产品阅

读量逾 2 亿。

加快构建舆论引导新格局，上海报业集

团将媒体融合向纵深推进。

上海两会的会场上，来自上海报业集团

旗下 9 家媒体的 50 名记者，手持云台，成为融

媒“轻骑兵”；围绕民生、财经、科技等重点领

域，遴选 20 家融媒体工作室进行专项培训，

培养一批“百万大 V”；“融媒云课堂”突出强

化技能，培养更多懂技术、懂内容、懂运营的

复合型人才……

“主流媒体必须从理念、内容、机制、手段

等方面不断深化改革、突破创新，及时提供真

实客观、观点鲜明的优质内容，让体现主流价

值观的声音更加响亮、深入人心。”上海报业

集团党委书记、社长李芸说。

做强内容
努力打造精品佳作和知名

品牌

党的二十大召开前夕，由文汇报全媒体

平台推出的《大家聊巨变》系列记录短片反响

热烈。8 位上海知名学者用丰富的学养和平

实的语言，讲述新时代十年上海发生的巨大

变化，生动阐释城市之变背后的思想伟力。

“从主题策划到内容制作、技术表现，这

组融媒体产品堪称精品佳作，深刻揭示了上

海巨变背后的‘道’和‘理’。”复旦大学新闻学

院院长张涛甫说。

扎 实 做 好 重 大 主 题 宣 传 ，让 新 闻 报 道

“动”起来、“活”起来，上海报业集团积极创新

重大报道传播模式，坚持“融”字当头、“快”字

优先、“新”字吸睛、“强”字传播，集中力量努

力打造精品佳作和知名品牌。

2022 年，上海市委宣传部、市委外宣办

与解放日报社共同策划、制作了首季 10 集

《百姓话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在上海的实践案例》系列短视频，将镜头

对准普通百姓，从他们的视角看群众生活的

深刻变化。

短视频中，有老人对照顾自己的长护险

护理员的感激，有环卫职工第一次来到环卫

职工之家的欣喜……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视觉

中心总监张陌说：“百姓是城市建设的参与

者、实践者、受益者。面对镜头讲述亲身经历

的故事，他们是最有说服力的。”

首季 10 集《百姓话思想》在国内新媒体

平台播放量超过 4000 万次；第二季 20 集在

海内外媒体平台的总浏览量达 2.3 亿……以

《百姓话思想》为代表，上海报业集团旗下媒

体出品的《百年之诗》《爱上海的理由》《走通

苏州河》等融媒体产品，以短视频、说唱、动

漫、游戏等多样形式吸引受众，用大流量凝

聚正能量，让党的声音传得更广更深入。

上 海 报 业 集 团 旗 下 澎 湃 新 闻 ，从 2019
年到 2023 年共推出 5 个系列微纪录片——

《大国大桥》《大国小路》《大国小镇》《大国大

城》《大国丝路》，分别聚焦新中国 70 年建设

成就、脱贫攻坚战略、乡村振兴进程、中国式

现 代 化 发 展 、共 建“一 带 一 路 ”倡 议 十 年 成

果，在宏大背景下寻找叙事的“小切口”，每

年策划一个主题，每季包含 8—9 集微纪录

片，全网传播量超 3.5 亿次，通过持续创造标

志性产品，在主题报道领域形成可延续的品

牌价值。

守正创新
努 力 提 升 中 国 故 事 国 际

表达能力

2021 年，上海市政府新闻办与新民晚报

社策划推出一个从外国人视角出发的融媒体

项目《百年大党——老外讲故事》，邀请在沪

的外国人分享他们的见闻感受，展现这座城

市的发展进步与中国共产党的丰功伟业。

英国知名纪录片导演柯文思、上海中心

大厦首席设计师美国人马溯、在上海定居 10
多年的澳大利亚人白马克……100 位外国人

走进镜头，形成 100 集纪录片、100 篇文字报

道、100 份海报，这个百集系列融媒体产品在

海内外社交网络上广泛传播，境内外播放量

突破 16 亿。

“对中国、对上海的感受和故事，让外国

朋友自己来讲述，更具有说服力感染力，也更

有利于交流互鉴。”新民晚报社全媒体中心副

总监、视频摄影部主任薛慧卿说。项目成功

后，新民晚报社又顺势推出《老外讲故事·海

外员工看中国》《老外讲故事·另眼观盛会》。

眼下，第四季《老外讲故事·“一带一路”促共

赢》正陆续上线播出。

这是上海报业集团积极参与讲好中国

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实践之一。澎湃新闻

客户端海外用户超 700 万，其中北美用户占

28%，欧 洲 、日 韩 、东 南 亚 用 户 分 别 占 25%、

18%、15%。澎湃新闻创办的全英文媒体“第

六声”于 2016 年上线，形成网站+APP+海外

社交媒体账号的传播矩阵，在海外主要社交

平台上活跃粉丝数逾 100 万，年覆盖 1.2 亿

人次。

上海日报 2017 年 10 月整体转型后，打造

融媒体外宣平台“SHINE”。目前，上海日报

网站年度浏览量 3800 万，APP 下载量 256 万，

境外用户访问比例超过 68%。

“站在新起点，上海报业集团将坚持守正

创新，强化国际传播，引导组织骨干记者努力

提升中国故事国际表达能力。”李芸说。

上海报业集团成立10年来—

积极探索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
本报记者 刘士安 巨云鹏

拧开家里的水龙头，一股清水汩汩

而出，紫花苑小区居民朱凤喜一大早发

微信给我，字里行间难掩心中喜悦。看

到居民能喝上放心水，我如释重负。

紫花苑小区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上

城区南星街道紫花埠社区，已经建成

20 多年了。近年来，内部供水管道部

分老化锈蚀，漏水甚至爆管现象时有

发生。每到用水高峰，水流量小、水质

浑浊，小区居民一直希望尽快把老旧

供水管道改造好。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民有所盼、

我有所为。居民的诉求就是我们工作

的出发点。

在社区的参与下，杭州市水务集团

与南星街道现场踏勘，提出了新建泵房

的方案。但新泵房选址在哪？大家意

见不一。有居民认为泵房噪声大，反对

建在小区内，建在小区外成本又很高。

于是，我们协调杭州市水务集团、

上城区城管局、南星街道办事处等单位的工作人员，与党员

代表、居民代表开了一场“保供水”协商会。详陈利弊、耐心

解释，在综合了大家的想法和顾虑后，我们将新泵房选在小

区门球场附近，尽量减少噪声影响。

就在改造工程有序推进时，一户一表签约环节又遇到了

新问题。有居民认为楼道内新增立管和水表影响美观，但分

户水表安装在家里又会破坏居民现有的室内装修格局。

因为管线要穿过客厅，居民颜师傅刚开始坚决不同意改

造。我们数次上门沟通，一边耐心解释改造流程，一边展示新

管道所用材料。水务集团工作人员还根据颜师傅的意见，前

后五次修改管线施工方案，细致的工作打消了颜师傅的顾虑。

群众身边无小事，每一件生产生活中的小难题，都是群

众实实在在的愿与盼。从改造老旧水管这件事上，我们深

刻认识到，用心解决居民急难愁盼，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则

需要集中智慧、形成合力、讲求方法。不回避矛盾、不掩盖

问题，多站在群众的角度思考问题，才容易达成共识，因人

因事因地找准着力点。用更主动的担当、更扎实的工作，把

小事办实，把难事办好。

（作者为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南星街道紫花埠社区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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