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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构建

适应全媒体生产传播工作机制和评价体系，推

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吹响媒体融合向纵

深挺进的号角。如何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

革，担负起高质量内容供给重任，是摆在我们

面前的必答题。

一是牢记职责使命，坚持不懈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要

注重点面结合，也要转变话语体系，创新语态

表达，让群众在每一个细节中真切地感悟领袖

魅力、思想真谛、真理力量。

二是坚持内容为王，在网络空间持续唱响

团结奋进的时代强音。要不断优化内容供给，

把有意义的主题转化成高品质的作品，让老百

姓愿意看、看得懂、记得住。

三是把牢正确方向，在围绕中心、服务大

局中擦亮金字招牌。主流媒体要做到重流量

但不唯流量。在重大事件报道上靠前发力，在

热点问题上凝聚共识。关注群众生活冷暖，点

赞平凡人的不平凡价值，让正能量澎湃大流量。

四是拥抱技术变革，以先进技术赋能全媒

传播。在出台《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

办法》的基础上，国家网信办又制定了《人工智

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及

配套标准，在今年 9 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以更好促进人工智能健康发展。

让我们以本次论坛为契机，加快建设全媒

体传播体系，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更好为强

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

（本报记者刘书文整理）  

推 进 主 流 媒 体 系 统 性 变 革
中央网信办、国家网信办总工程师   孙蔚敏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构建

适应全媒体生产传播工作机制和评价体系，推

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这一重要部署推动

媒体融合发展进入新阶段，是主流媒体进一步

全面深化改革、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契机。

一是守好方向，把握系统性变革之魂。中国

记协将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新闻战线始终坚持融合

发展正确方向，做大做强主流舆论。

二是抢抓机遇，汇聚系统性变革之力。中

国记协将遵循全媒体时代新闻传播规律，充分

发挥“记者之家”的独特作用，在助推主流媒体

开疆拓土上下功夫，在引领商业平台同向同行

上下功夫，在赋能对外传播格局构建上下功夫。

三是培育优才，铸牢系统性变革之基。中

国记协将忠实履行推动新闻队伍建设的光荣

使命，深化拓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深化

增强“四力”教育实践，构建高质量新闻队伍培

训体系，打造“记者之家大学堂”综合服务平

台，用人才杠杆撬动主流媒体融合发展活力。

四是发挥优势，增强系统性变革之效。中

国记协将当好桥梁纽带，创新工作机制，推进

中国新闻奖评选改革、“好记者讲好故事”机制

创新、中国新媒体大会提质增效、中国记协传

媒智库创设等，进一步延伸服务效能。

（本报记者吴姗整理）  

牢牢掌握新闻舆论工作的战略主动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   吴   兢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对主流媒体

构建适应全媒体生产传播工作机制和评价体

系、推进系统性变革，完善生成式人工智能发

展和管理机制提出明确要求，为我们开启融合

发展下一程提供根本遵循、行动指南。今天，

我用 3 个关键词与大家交流体会。

一是坚守。党媒姓党始终是我们最根本

的坚守，红色基因始终是我们最亮眼的底色。

让互联网为我所有，更好地服务国家和人民，

是主流媒体责无旁贷的使命。高举旗帜，引领

导向，巩固壮大主流舆论，是主流媒体义不容

辞的坚守。

二是创新。信息技术日新月异，为我们开

展全方位全流程创新，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我们积极推动内容创新，策划有高度、有深度、

有力度、有温度的重点选题；推动技术创新，探

索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运用于新闻生产的全

流程；推动服务创新，构建起多语种、立体式、

全媒体、全球传播矩阵。

三是改革。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是进

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主流媒体重

任在肩，必须全力以赴。我们着力改革体制机

制，有效提升传播合力；改革业务流程，建立人

工智能技术赋能策采编发全链条工作机制；改

革评价体系，加强全媒体人才队伍建设，激发

融合发展的新活力。

未来，新华社愿与大家携手共建全媒体传

播体系、引领主流舆论新格局，为强国建设、民

族复兴伟业凝聚思想共识作出更大贡献。

（本报记者梁楠整理）  

坚守主流媒体责任，以创新引领媒体融合
新华通讯社党组成员、副社长   刘   健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推进主

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新要求，为我们承担新

使命、推动新变革、巩固壮大主流舆论指明了

前进方向。结合论坛主题和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实践，分享几点思考。

一是坚持以新语态阐释新思想，深化“思

想+艺术+技术”融合传播，推动塑造主流舆论

新 格 局 。 创 新 做 好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重 要 思 想

宣 传 阐释，重磅推出《平“语”近人——习近平

喜欢的典故》《领航》国际版等精品节目。发挥

80 个语种、近 200 个海外站点和 CGTN 全球传

播优势，持续提升海外投送能力和首发首达能

力，着力扭转“西方中心论”等固有偏见。

二是坚持以新技术打造新内容，深化“5G+

4K/8K+AI”格局，以新质生产力提升传播力。

强化科技引领，央视 4K/8K 超高清频道开播，

CMG 媒体云等创新技术织密总台技术网络，人

工智能等新技术贯穿视频生产全流程。打造了

《简牍探中华》《寻古中国》等文化精品和《中国神

话》等首创 AI节目，以技术力量再现历史、放飞

想象、震撼视听，助力实现“满屏皆精品”。

三是坚持以新模式建设新平台，共建多元

融媒体产业生态，推动全媒体引导力、传播力、

影响力持续跃升。我们将深入推进多元化合

作和多业态发展，以改革的精神和开放的姿

态，搭建产学研用一体化合作平台，携手各界

推动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不断取得新突破。

（本报记者石惟嘉整理）  

承 担 新 使 命  推 动 新 变 革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党组成员、副总编辑，CGTN总编辑   范   昀

河北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把媒体

融合发展作为主流媒体的生存之需、变革之策、

图强之方，以主动权赢得话语权，以传播力释放

影响力。

坚持导向为魂，唱响时代之音。坚持举旗

铸 魂 ，推 出《沿 着 总 书 记 的 足 迹·河 北 篇》，

让 思 想 之 光 照 亮 前 行 之 路 。 围 绕“ 国 之 大

者 ”，推 出“ 雄 安 未 来 之 城 场 景 汇 ”系 列 报

道 。 讲 好 中 国 故 事 ，打 造 省 级 对 外 宣 传 新

阵 地 ，让 中 国 文 化 和 价 值 理 念 更 加 闪 亮 、更

加动人。

坚持移动为先，夯实传播之基。着力建平

台，打造全新传媒旗舰“纵览传媒”。着力优机

制，构建以“传播力为导向”的新评价体系。着

力扩矩阵，以“冀云”融媒体为牵引，省市县融合

发展“一朵云”加速汇聚。

坚持内容为王，锻造品牌之力。以品牌提

升传播力，打造“百姓看党报”，把时政报道打

造成“网络原生态”产品。以品牌增强引导力，

推出“冀言”文章，形成特色 IP。以品牌释放

影响力，打造《美丽河北》慢直播，邀请受众“云

游”河北自然风貌、感受人文胜景。

坚持创新为要，点亮未来之光。赋能产

品生产，把 AI 融入新闻采编播发全过程，推

动新闻采编轻量化。赋能数字经济，打造“数

据要素×”实验室，构建数据要素全生命周期

服务场景。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推出“河北惠

企利民政策通”等产品，让群众便捷搭乘数字

快车。

（本报记者周小苑整理）  

推 动 主 力 军 全 面 挺 进 主 战 场
河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常   斌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媒体融合发展

是一篇大文章。”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了

“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重大部署。上海

争当地方媒体融合发展的排头兵和先行者，努力

书写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上海答卷。

向高处立，探寻主流舆论的新表达。坚定

为党立言。把正确的政治方向、价值取向、舆论

导向贯穿于媒体融合发展的各环节和全过程。

坚定为人民发声。记录好人民群众的奋斗与生

活，让每一篇报道、每一个镜头都能给人以温暖

和力量。

向深里闯，探寻系统变革的新路径。大刀

阔斧推动精简精办。坚决淘汰落后产能、杜绝

重复建设、破除发展障碍。不遗余力做强核心

优势。坚持将优势资源集聚到主责主业上来，

集中力量做精品，增强上海主流媒体竞争力。

向潮头赶，探寻技术赋能的新突破。做强

新技术集成应用。以先进技术驱动媒体转型，

向内赋能多屏、多链、多终端内容平台建设，向

外 服 务 城 市 千 行 百 业 。 深 耕 新 技 术 垂 类 服

务。构建以数字技术为底座、以媒体主业为优

势、真正面向市场的可持续运营模式。

向远方行，探寻中国声音的新传播。创新

国传新方式。统筹推进全领域、全平台、全流

程的多主体国际传播工作，在国际舆论场敢于

亮相、善于发声，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开

拓国传新渠道。密切全球媒体常态合作，深耕

国际社交媒体平台，推动中国声音、上海故事

漂洋过海。  
（本报记者宋静思整理）  

努力书写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上海答卷
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赵嘉鸣

近年来，浙江省全面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

建设、积极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

方向导向是立身之本。推进主流媒体系

统性变革，必须做大做强主流思想舆论，要始

终把握正确方向导向。浙江立足“重要萌发

地”优势，在省域层面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传播工程，创新开设

“第一视点”专栏，融通动员全省宣传思想文化

系 统 研 究 传 播 资 源 ，形 成“1+N”融 媒 传 播

形态。

人民立场是价值所向。主流媒体必须走

好 网 上 群 众 路 线 ，用 新 的 方 式 体 现 人 民 立

场。如“浙江宣传”公众号，紧盯时政热点、

社 会 焦 点 和 百 姓 关 注 重 点 ，坚 持 互 动 ，建 立

与 读 者 沟通的桥梁。坚持年轻态表达，文风

清新、通俗易懂。

系统重塑是根本路径。浙江以全方位、深

层次机制创新为牵引，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

革。着力抓好传播平台培塑机制、“一张网”联

动机制、效果评价机制、一体策划机制、激励保

障机制“五大机制”建设，集中资源推进省市县

三级融媒体改革，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壮大主流

思想舆论的综合优势。

人才队伍是最大资源。通过重构优化人

才队伍，浙江持续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

重点抓好年轻人才、专家型人才、技术人才三

类人才队伍建设，为深度融合提供有力驱动。

（本报记者钱一彬整理）  

积极探索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浙江路径
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赵   承

当 前 ，媒 体 融 合 发 展 其 时 已 至 、其 势 已

成。贵州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赋予贵州“在实施

数 字 经 济 战 略 上 抢 新 机 ”的 光 荣 使 命 ，以

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以文化科技融合为方向，

守正创新推进媒体融合发展。

用创新理论铸其魂。积极构建适应全媒

体生产传播工作机制和评价体系，坚持不懈用

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发展壮大主流价值、

主流舆论、主流文化，全面提升思想引领力、舆

论影响力、文化竞争力。用改革举措塑其形。

“一盘棋”推进新闻单位和国有文化企业进一

步全面深化改革，积极构建有利于激发创新创造

活力的新机制新模式、推动资源向新媒体集聚，

让“报刊台网端微”等发生“化学反应”，真正融

为一体，实现主流媒体战略性重塑。用科学技

术壮其体。扎实推进数字经济发展创新区建

设，谋划实施文旅数智化创新工程，高标准建

设中国（贵州）大视听算力产业园，为主流媒体

注入更多“智慧”基因，支持省级主要媒体力争

上游、迈向全国新型主流媒体第一方阵。

媒体融合是一场不容回避的自我革命。

贵州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

神，以文化立心、以科技赋能，在文化科技融合

的大势大潮中因势而谋、创新有为，答好推进

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这道必答题。

（本报记者史鹏飞整理）  

守正创新推进媒体融合发展
贵州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卢雍政

近年来，陕西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积极探索、大胆

实践，全面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加强全媒

体传播体系建设。

一是重构生产传播新格局。以技术革新

为牵引，重塑生产传播体系和组织架构，组建

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建设中国（陕西）广播电

视媒体融合发展创新中心，打造自主可控的

“秦岭云”平台，接入省级主流媒体、地市级融

媒体中心及 107 个县级融媒体中心，形成全省

“一朵云”“一张网”全媒体传播体系。

二是拓展媒体应用新场景。推动主力军

全面挺进主战场，建立省市县三级通联协作机

制、重大主题宣传协同联动机制等，让新闻信

息资源快速、精准、高效联动，实现省级媒体和

地方媒体、主流媒体和商业平台协同发力。坚

持全媒体贯通、大小屏联动，在首届中国—中

亚峰会等重大活动中推出一批广传热播的融

媒产品。

三是构建媒体发展新生态。以数据链接

打破媒体边界，大力发展“新闻+政务服务商

务”，逐步实现融媒体平台向社会综合治理、民

生服务资源、文化传播发展拓展，目前已有 80
余项政务服务项目入驻全省融媒体平台。

下一步，陕西将进一步深化体制机制改

革，深入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用互联网

思维主导媒体资源配置，推动媒体供给和用户

需求有效对接，搭建更多专业化合作平台，助

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赵梦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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