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月 19 日，2024（第九届）党媒网站发展论坛在人民

日报社举行，主题为“新质+新制   推进媒体系统性变革”。

来自中央及地方媒体、网站的负责人，国际传播、文博领域专

家学者，技术公司及互联网平台代表等，交流融合发展，共话

创新经验，共谋深化改革。在论坛上，人民网发布了《以新质

生产力推动媒体高质量发展研究报告（2023—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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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2024（第九届）党媒网站发展论坛现场。

人民网记者   翁奇羽摄   
图②：2024（第九届）党媒网站发展论坛现场，与会嘉宾

认真听取发言、拍照记录。 人民网研究院供图   

版式设计：张芳曼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深刻洞察时代发展大势，部署推动

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主流媒体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守正创新、开拓进取，推

动媒体融合向纵深推进，主流媒体的传播

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不断提升，主流

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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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流媒体进一

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媒体融合发展指明了

前进方向。经过 9 年沉淀积累的党媒网站发

展论坛，一定能够乘势而上、发挥更大作用。

一是坚持思想引领。全媒体时代，需要

主流媒体着眼大局大势，用党的创新理论引

领社会思潮，用精准议题设置筑牢思想基

础。近年来，中央新闻网站、新媒体积极运

用媒体融合发展成果，打造出“时习之”“何

以中国”等一批精品栏目、品牌活动，长流

水 、不 断 线 做 好 习 近 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会主义思想阐释，取得良好社会反响。要

继续探索、勇于创新，让网民真切感悟领袖

魅力、思想真谛、真理力量。

二是坚持内容为王。不论技术如何进步，

媒体形态如何演进，优质内容始终是“压舱

石”。我们要深刻把握网络传播规律，深入分

析受众的信息接受习惯等，强化定制化生产、

分众化传播，不断提升内容的触达率、影响力，

让主流声音影响主流人群，形成主流舆论。

三是坚持守正创新。实践反复证明，谁

抢占了技术制高点，谁就能赢得竞争主动

权。要以新质生产力赋能媒体融合发展，推

动信息内容、技术应用、平台终端、管理手段

等互融共通，加速从数字化向数智化迈进。

要积极拥抱运用新技术，拓展应用场景，丰

富工作手段，不断提升全媒体传播实效。

要以此次论坛为契机，笃志前行，以新

质生产力激活主流媒体内生动力，共塑主流

舆论新格局。

（作者为中央网信办网络传播局副

局长）

顺应数智时代发展趋势  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
格桑达瓦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强 调 ，发 展 新 质

生 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和重要着力点。媒体作为传播信息的

媒介，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 民 网 研 究 院 从 生 产 力 的 三 大 要 素 ，

即 劳 动 者 、劳 动 资 料 和 劳 动 对 象 及 其

优 化 组 合 ，分 析 媒 体 新 质 生 产 力 的 基

本 内 涵 与 发 展 要 求 ；基 于 典 型 案 例 研

究 ，对 新 质 生 产 力 推 动 媒 体 高 质 量 发

展 情 况 进 行 考 察 ，展 示 发 展 媒 体 新 质

生产力的路径。

一、提升劳动者技能，数字员工崭

露头角

数字主播、数字记者等应用于媒体

内容生产、用户交互服务，构建起人机

协同的媒体新型劳动主体。打造数智

技术培训体系，打造新型劳动者队伍，

成为推动媒体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

引擎。

二、开拓内容新形态，全面升级用

户体验

各大媒体采用新技术，塑造数字内

容生产与交互的新范式，拓展 AIGC（生

成式人工智能）内容、扩展现实视听节

目等产品形态。新型生产工具为媒体

内容创作开拓了更广阔的空间，带来用

户体验的全面升级。

三、革新内容生产工具，提升媒体

智能化水平

数 智 技 术 深 度 融 入 用 户 分 析 、选

题 策 划 、信 息 采 集 、内 容 编 辑 、内 容 审

核 等 环 节 ，为 媒 体 发 展 提 质 增 效 。 各

大媒体相继打造专属算法和垂类大模

型 ，助 力 生 产 更 高 质 量 的 信 息 产 品 和

提供更具个性化的用户服务。

四、扩展生产要素类型，提升数据

供给水平

数据资源是传播驱动的关键性资

源，成为新型劳动对象。打造语料库、

提供高质量数据供给，成为发展媒体新

质生产力的着力点。多场景、多用途、

多模态数据拓展了媒体服务的对象范

围，媒体数据资源的应用拓展，进一步

推动行业深度转型升级。

五、推动体制机制创新，构建新型

生产关系

顺 应 新 质 生 产 力 发 展 要 求 ，各 媒

体成立相关组织机构，建立产学研用一体化创新协同机

制 ，培 育 发 展 内 在 驱 动 力 。 从 国 家 层 面 到 媒 体 行 业 ，有

效的制度供给正逐步规范新质生产力发展，激发多元主

体的创新活力。

现阶段，以新质生产力发展与体制机制革新推动媒体

系统性变革，呈现出以下路径与趋势：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

指导，加快发展媒体新质生产力，为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服务；以互联网思维为主导，推动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

型，拓展“新闻+”新业态；以激发创新创造活力为中心，推

进体制机制改革，实现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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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新制  推进媒体系统性变革
—2024（第九届）党媒网站发展论坛发言摘编

中国青年报社党委副书记、总编辑董时：

主 流 媒 体 系 统 性 变 革 ，应 坚 持 创 新 导 向 、

效 果 导 向 ，从 内 容 创 新 、渠 道 拓 展 、技 术

赋 能 、队 伍 建 设 、业 态 探 索 、机 制 保 障 等

方 面 ，系 统 性 回 应 新 形 势 、新 变 化 、新 挑

战 。 10 余 年 来 ，中 青 报 从 打 造“ 融 媒 小

厨 ”，到 升 级 为 协 同 创 新 型 可 视 化“ 融 媒

云 厨 ”，努 力 打 通 触 达 、陪 伴 、服 务 、引 领

青 年 的“ 最 后 一 公 里 ”，关 注 青 年 成 长 成

才生态。

中国新闻社融媒体中心主任、中国新闻网

总编辑吴庆才：近年来，中新网秉持“新质思

维”推进融合发展，以“新质+新制”重塑采编体

系的流程机制，以“新质+气质”夯实独树一帜

的内容标识，以“新质+新智”探索智媒时代的

技术创新，以“新质+品质”打造专精特新的媒

体品牌，致力通过平台再造、内容提质、技术增

效、品牌赋能向新型主流媒体全面转型。

湖南日报社党组成员、社务委员、华声在

线新闻网站总编辑刘建光：华声在线新闻网站

坚持探索新路径，一是聚焦主责，将宣传阐释

党的创新理论作为最重要的政治责任，做好内

容创新“必答题”；二是瞄准市场，孵化文体、文

创、红培、会展等文化业态，做好业态培育“加

分题”；三是紧跟前沿，建设媒体应用 AI 智慧

平台、研发新一代多模态内容 AI风控系统，打

造内容生产、创作、审校、管理、分发的一站式

智能化解决方案，做好技术赋能“基础题”。

向新型主流媒体全面转型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技术局党委书记、

局长徐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推进从传

统技术布局向“5G+4K/8K+AI”战略格局转

变过程中，大力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

技术创新突破，在重大宣传报道和国际体

育赛事转播中广泛使用国产装备，以超高

清技术提升大小屏融合传播的呈现质量，

以云网一体的技术架构深化内容生产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将人工智能引入全媒体内

容生产流程的各个环节，加快形成新质生

产力。

新华网党委委员、副总编辑肖阳：新华

网将继续坚持内容为王、积极应对媒体格局

“新”变化，坚持导向为魂、从容应对舆论生

态“新”变化，坚持创新为要、真诚拥抱技术

变革“新”变化，坚持触达为先、有效应对国

际传播“新”变化，以全方位创新推进系统性

变革，走好符合主流媒体职责定位的融合发

展之路。

四川日报新媒体编辑中心主任兼四川

在线总编辑赖永强：四川日报全媒体主动探

索应用人工智能技术打造“智媒体”。其一，

用智能技术重构策、采、写、编、发、馈、评等

新闻生产与传播流程，打造高效的“智能编

辑部”。其二，依托智能技术建设自主可控

的新型传播平台，不断提升“川观新闻”客户

端功能服务与用户体验。其三，用智能技术

赋能正能量作品生产与传播。

京报移动传媒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

王军华：如今的世界是“屏”的，媒体融合争夺

的焦点之一是“屏”，比如手机屏、电视屏、车

载大屏、户外广告屏等。京报移动传媒根植

于北京日报报业集团，因“屏”而生，目前移动

端覆盖人群突破 4 亿。下一步，京报移动传

媒将进一步布局“屏”端产品，让主流媒体占领

主要阵地，实现传播效果最大化、内容收益最

大化。

人民日报社研究部副主任曼叶平：创新

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要注重三点：一

是机制创新。建立有效的领导机制、运行机

制、考核评价和激励机制。二是内容创新。

坚持内容为王，发挥主流媒体的内容优势，

实现正能量与大流量双向奔赴，牢牢占据舆

论引导、思想引领、文化传承、服务人民的传

播制高点。三是技术革新。以有利于新技

术使用、新应用创新的体制机制，全方位推

动主流媒体加快技术变革，以先进技术驱动

媒体转型。

发展传播新质生产力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钟新：近年陆续创办

的地方国际传播中心全面动员地方国际传

播力量，整合传统优势资源、发现挖掘新颖

资源，在积极组织多领域国际交往活动中扩

大中国朋友圈，在各类国际传播平台讲述真

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故事，促进文明互鉴，

在人才制度创新中吸纳国内外英才，在技术

赋能中持续创新。

上海文广国际传播中心常务副主任

陶秋石：2025 年 ，上 海 外 语 频 道 全 面 焕 新

升级为“ ShanghaiEye 魔都眼”，将在东方卫

视 推 出 日 播 节 目《ShanghaiEye》，进 一 步 拓

展“ ShanghaiEye Live24”直 播 流 的 海 内 外

覆盖渠道，提升 ShanghaiEye 海外社媒矩阵

的 全 球 叙 事 能 力 ，充 分 发 挥 媒 体“ 链 接 ”

功 能 ，实 现 从 单 向 传 播 向 多 元 、立 体 的 交

互传播变革，让内容更丰富，触达更便捷，

传 播 更 精 准 ，服 务 更 贴 心 ，切 实 提 升 国 际

传播效力。

今日广东国际传播中心副总编辑欧阳妍：

GDToday 是世界了解广东第一端、广东国际

传播旗舰媒体。近年来，联动全省资源，成

为广东对外传播工作的枢纽平台，构筑起新

闻网、客户端和海外社交平台账号矩阵等传

播网络，汇聚、链接近 2000 万用户，联动海外

及港澳台侨媒体 1000 余家。2024 年生产原

创多语种产品 1 万余条，在 12 个国家和地区

组织活动近 50 场。

贵州日报国际传播中心主任许邵庭：

高 水 平 开 放 是 贵 州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必 由 之

路，国际传播对贵州擦亮开放名片，打造内

陆开放型经济新高地具有重要意义。贵州

国际传播中心结合实际，充分发挥贵州比

较优势，聚焦文旅、生态、“村超”等领域加

大策划报道力度，力求向世界展示一个真

实立体全面的贵州。

兰州日报社党委书记、社长刘立山：兰

州黄河国际传播中心坚持以“立体式”宣传

思路，打造地方国际传播特色品牌；通过“平

民化”报道视野，逐步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

叙事体系；突出“创新性”传播理念，让世界

爱上中国声音；运用“智能化”传播技术，不

断占据国际传播制高点，累计覆盖共建“一

带一路”国家 50 余个、上亿受众。

壮大地方国际传播力量

故宫博物院数字与信息部主任苏怡：近

年来，故宫博物院文物基础影像采集突破

100 万 件 ，超 过 院 藏 文 物 总 数 的 50%；上 线

“数字文物库”，累计发布 10 万件高清文物影

像；添加基于知识图谱技术的智能检索功

能，探索数字技术在文物采集、研究、利用、

传播等领域的发展路径，以数字化赋能、信

息化转型，让故宫承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焕发新活力。

人民日报总编室文化新闻版副主编

智春丽：人民日报文化新闻版持续探索文

博报道的创新表达，“Z 世代   中国风”栏目

《古建新生》融合报道以国风手绘整版设计、

创意视频、微纪录片的形式，讲述 3 名年轻人

通过传承创新展现古建之美。该栏目以“在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赓续中华文脉”

为主线，以新的呈现语态、对话姿态、融合生

态，挖掘“95 后遇见 5000 年、数字技术遇见

传统文化、世界眼光遇见中国审美”的故事，

呈现国潮里的文化自信。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数字文化艺术博物馆

央博数字科技传媒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曹亮：

“央博”是总台践行“用前沿科技传播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平台，自上线以来，

用“ 科 技 +创 意 ”点 亮 文 化 内 容 新 品 牌 ，将

VR、AR 等新技术应用到文化传播过程中；

用“ 数 字 +文 化 ”打 造 文 化 传 播 新 模 式 ，让

“何以文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果数字艺

术大展”等文化成果落地转化、普惠人民、

走向世界。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

长、中国考古博物馆馆长刘国祥：中国考古博

物馆精选 6000 余件出土文物精品，仓储式陈

列、沉浸式体验，发挥中国历史研究院的学术

优势，采用二重证据法加以阐释，成为展示中

华文明溯源年代序列最完整、展品内容最丰

富、展陈手段最具科技感的国家级平台之一。

河南广播电视台党组成员、副总编辑

郭士飞：河南广播电视台以“中国节日”的现

象级传播强化内容引领，以大象新闻客户端

为旗舰的多平台跨界融合传播拓宽渠道，以

兼顾粉丝量、传播量的核心数据建立综合评

价体系，在网端、掌端全面发力，与受众深度

共鸣，让正能量赢得大流量，让大流量澎湃正

能量，实现正能量与大流量的“双向奔赴”。

人民网灵境·人民艺术馆负责人杨成：

灵境·人民艺术馆秉承用数字技术服务大众

艺术的宗旨，积极探索文化艺术作品数字化

新场景，并通过“中国十大传世名画”和“中

国书画十大名家”系列数字作品及仿制画产

品，以数实融合形式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通

过海外发行数字作品，开拓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海外传播的新路径。

北京天桥演艺区文化产业园区运营负责

人陈莉：文化产品“流量”与“能量”相互依存、

互为促进。优质且有强大“能量”的文化产品

所蕴含的思想内涵、价值观念和精神力量等

是文化产品的灵魂，更容易获得“流量”，因为

它能够满足人们对精神文化的深层次需求，

引发情感共鸣和社会关注，二者缺一不可。

推动优秀传统文化“两创”

②②
①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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