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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与传播研究】

全媒体矩阵中电视赈灾新闻的
创新突破与话语重构

柴巧霞
湖北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湖北 武汉( )　４３００６２

　　摘　要：近年来，部分电视媒体竞相实施媒体融合战略以加快转型。湖北广播电视台

在２０１６年的抗洪赈灾新闻报道中，建立起了覆盖传统电视媒体、视听新媒体和云平台的

全媒体矩阵，该矩阵由融媒体新闻中心统一调度，５００名记者共同采写新闻报道，所采制

的新闻产品交由“中央厨房”编辑系统加工制作，并分发到不同媒体平台。这打破了新闻

生产的线性模式，实现了新闻生产流程的再造。同时，在这场赈灾新闻报道中，该台不仅

将新闻事件直播与赈灾晚会合二为一，创新了“赈灾新闻直播”的节目形态，还运用了多

场景、多形式、多机位的拍摄模式，以及航拍、虚拟演播室前置等手段，进一步丰富了电视

赈灾新闻的表现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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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及新媒体的迅速崛起，传统电视媒体的影响力逐渐减弱已经成为不可忽
视的现实，电视媒体如何寻求创新与突破成为重要议题。在此情境下，不少电视媒体竞相实行媒

体融合战略以加快转型，例如湖北广播电视台就在２０１６年的抗洪赈灾新闻报道中，建立起了覆
盖传统电视媒体、视听新媒体和云平台的全媒体矩阵，实现了创新突破。

２０１６年６月１８日至７月１８日，６轮强降雨连番袭击荆楚大地，总降雨量超过历史极值，湖北
省１００多个县市受灾严重。此次灾情涉及面广、持续时间长、社会关注度大，作为地方主流媒体
的湖北广播电视台在新闻报道中建立起全媒体矩阵，先后完成了“迎战强降雨新闻直播”“梁子

湖牛山湖破垸还湖直播”“２０１６湖北省抗洪赈灾新闻大直播”等系列直播活动，累计直播场次
１６６次，直播时长８２８９分钟，播发相关报道２０８９条，其中单日最高直播时长为１０３０分钟。在
这场赈灾新闻报道中，湖北广电通过构建全媒体矩阵打破了过去新闻生产的线性模式，再造了赈

灾新闻的生产流程，创新了赈灾新闻直播的节目形态。



一、升级“中央厨房”，建立全媒体矩阵

保罗·莱文森认为，媒介进化是系统内的一种自我调节和自我组织。媒介进化的目的，一是

为了满足人类的渴望和幻想，二是为了弥补失去的东西［１］７－８。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单一的

媒体形态已然不能满足人们日益多元化的信息需求，媒体融合应运而生，而“中央厨房”和全媒

体矩阵的出现则是媒体应对融合的表现。

（一）相关概念界定

“中央厨房”是从餐饮行业借鉴过来的一个概念，是对传统媒体策、采、编、发的革命［２］。作

为新闻生产的一种组织方式，“中央厨房”模式是指以顶层设计式的新闻策划为核心，突出新闻

采制前后期的协同合作，通过资源整合实现集团化新闻采制的模式。“中央厨房”模式的关键在

于建立起符合多媒体介质特征的综合信息处理平台，实现新闻生产的“新旧融合、一次采集、多种

生成、多元发布”［３］。

“全媒体”是伴随着传媒业的媒体融合趋势而发展起来的一个概念。它是指打通传统媒介

界限，在数字介质上，构建全新的融文字、图片、音频、视频、动画等多种表现形式为一体的内容平

台，并打破原有的刊发和播出频率，实现全天２４小时内容的滚动播出［４］。全媒体的实质是运用

所有的媒体手段和传播平台来构建大的报道体系。它的核心在于整合资源、优化要素配置、集中

优势力量、以全媒体的方式为各平台提供优质产品和超值服务［５］。正如彭兰教授所言，从总体上

看，全媒体不再是单落点、单形态、单平台的，而是在多平台上进行多落点、多形态的传播［６］。我

们可以从三个维度来理解全媒体：从传播载体形态上来看，它是报纸、杂志、广播、电视、音像、出

版、网络、电信、卫星通讯等诸多传播形态和终端形式的总和；从传播内容形式上来看，它涵盖了

视觉、听觉、触觉、形象等人们接受信息的全部感官体验；从信息传输渠道上来看，有纸质、频率、

局域网、国际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ＷｉＦｉ及其他类型的无线网际网络等多种渠道［７］。

“矩阵”（Ｍａｔｒｉｘ）是一个数学概念，指的是一个按照长方阵列排列的复数或实数集合。它是
描述和求解线性方程组最基本和最有效的数学工具，不仅有很多基本的数学运算，还有多种重要

的标量函数［８］１－２。“矩阵”这个概念被借用到全媒体领域，用来指代由多种媒体形态和传播终端

构成的媒体方阵。多功能的媒体矩阵不仅满足了用户对信息、娱乐、社交、自我展示等方面的需

求，也为内容传播提供了多维度、立体化的媒体环境和数据入口［９］。自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２０日沈阳
日报报业集团率先实现全流程、全媒体的运作以来，目前全国大部分媒体都在积极探索全媒体发

展的路径。

（二）全媒体矩阵的建立

２０１５年３月，在全国“两会”期间，《人民日报》全媒体平台项目正式亮相，并在该报要闻版推
出“２０１５·中央厨房烹制新闻美味”，宣布开始尝试媒体融合运作。２０１５年７月７日，新华社全
媒体报道平台启动运行，正式启用“中央厨房”全媒体采编发布系统［１０］。２０１６年１０月，《人民日
报》启动了“融媒体工作室”计划［１１］。而湖北广播电视台自２０１４年“芦山地震大救援直播”和
２０１５年“东方之星沉船大救援直播”以来，便将“中央厨房”确立为直播突发事件的基本生产模
式。在２０１６年的强降雨赈灾报道中，湖北广播电视台将“中央厨房”升级为“全媒体矩阵”。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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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后的“全媒体报道矩阵”打破了过去“记者－编辑”的线性新闻生产流程，从信源、节目源、编辑、
平台资源等方面，实现了跨媒介新闻生产流程的再造（参见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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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湖北广播电视台全媒体矩阵报道模式

１．信源矩阵的建立
以往广播电视的信源主要为单一信源，信源之间条块分隔的情况比较常见。而在此次赈灾

新闻报道中，湖北广播电视台建立起了由五大信源网络组成的多重信源。具体而言，这个信源矩

阵包括：

（１）权威信源网络。分别派驻记者到湖北省应急办、省防指、省气象局、长江委、省水利厅、
省民政局等权威信源机构，全方位获取全省雨情、汛情、灾情信息，并不断回传第一手资料，增加

了新闻内容的权威性。

（２）自采信源网络。将各频道、频率的记者分派到救灾前线，采写来自灾情现场的第一手新
闻信息，并通过融媒体新闻中心平台实现信息的实时共享。

（３）市州县信源网络。启动湖北省通联系统和应急响应措施，与全省１７个市州台，１０８个县
市区台实现信息采集一体化，并对市州县参与新闻采制的记者实行统一管理。如２０１６年７月４
日汤逊湖水位跳涨，出现漫堤险情，在湖北广播电视台的统一调度下，江夏区电视台派出４名记
者前往现场，通过４Ｇ网络为湖北卫视和湖北公共·新闻频道做现场连线。

（４）救援部队信源网络。湖北广播电视台还与湖北省武警、消防、驻鄂部队建立起了信息联
系，第一时间掌握救援及出警动态。同时，中部战区的解放军、武警部队、公安消防官兵，民兵预

备役等单位的通讯员，也成为这场赈灾新闻报道的“编外记者”，他们提供了大量的新闻线索、视

频画面、新闻稿件和成片。如２０１６年７月５日湖北卫视播出的《孝感消防“飞渡哥”用绳索搭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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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命通道》，就是由孝感市消防中队的通讯员拍摄并供稿的。

（５）热线等其他信息源。热线电话、网络留言、相关论坛等也是重要的信息源，湖北广电专
门拨出相关人员处理从这些信息源所获得的信息。通过融媒体云平台、融媒联席会议、融媒体新

闻中心调度微信群，湖北广电实现了信息的总体调度，确保五大信源网络相互协调完成信息采集

工作。例如：２０１６年７月７日２３时，电视新闻中心“信息组”就通过融媒体新闻中心调度微信
群，获得了《鄂州女书记坚守堤坝，只为保群众安全》的线索，并成功向湖北综合频道《新闻３６０》
记者约稿。次日１７时，湖北综合频道也以同样的方式，从电视新闻中心获得了《蕲春：洪水围困
一家三口，武警官兵驰援解救》和《浠水：２０００多名干部群众和人民子弟兵连夜抢筑东堤》两条
重要新闻。而在这次赈灾新闻报道中，全省县（市、区）电视台共为湖北卫视供片１７００多条，连
线３００余次。
２．节目源矩阵的建立
湖北广电还打通了湖北之声、交通广播、湖北综合、垄上频道等单位的行政界限，充分利用全

省各县（市、区）电视台的报道资源，在短时间内组成了一个５００多人的超大规模报道团队，建立
起节目源矩阵。在节目采制过程中，节目源矩阵通过以下几种渠道勾连：

（１）平台勾连。在每个时段的直播开始前，通过“湖北新闻”微信公众号、湖北广电融媒体平
台、全省联合作平台等３个平台，发布直播现场的节目连线需求，各频道、频率及地方媒体的前方
记者通过上述平台了解节目需求，并在平台上随时申报选题。

（２）专员沟通。连线组专员根据“防汛作战地图”，主动对接前方记者直接获取信息。例如：
２０１６年７月４日，演播室连线专员与前方记者现场连线７６次，其中，与县（市、区）电视台记者连
线２０余次，与集团内部的交通广播、湖北之声等其他频道、频率记者连线１２次。

（３）资源共享。各频道、频率实现采访资源、画面资源、成片资源的互通共享。湖北广电各
频道、频率每天都会将直播节目串联单上传到融媒体平台，供其他频道、频率参考，节目播出后，

又将新闻成片上传到融媒体平台上，供其他频道、频率选用。

３．新闻编辑矩阵的重组
湖北广电还对新闻编辑矩阵进行了重组：

（１）重组编辑格局。打破了原来“条块交叉”“条块分割”的编辑格局，用“中央厨房”编辑体
系，将前期、后期所有部门、栏目的采编人员、资源全部打通，并成立信息整合组、文稿整合组、画

面管理组、视频编辑组、直播连线组、版面统筹组、画面包装组、播音主持组、技术保障组等多个临

时部门，以流水化作业完成后期制作。

（２）统一调度采编人员。将电视新闻中心１００名负责前期的记者，各频道、频率和长江云的
１００名记者，以及来自地方媒体的３００名记者进行统一调度，并将调度信息发布到防汛抗灾第一
线，由调度中心负责掌握人员动态，随时补位、转场和增援。

（３）打通后期编辑环节。根据实际需要成立画面组、通联组、连线组、直播组等负责后期编
辑。具体操作如下：第一，前期记者传回的文稿、画面素材，由后方专人负责对接、剪辑。其中，文

稿整合组负责文字的整理，画面管理组负责接收画面、转码等，视频编辑组负责剪辑、送审。各组

人员各司其职，有效提高了发稿效率。第二，通联组负责对接县、市台记者回传的稿件，同时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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汛情动态，与前方记者及时互动，保证第一时间发布各类新闻动态。第三，成立专门负责对接的

直播连线组。连线组的任务有三项：一是负责对接本台记者，其他频道、频率记者，市州台记者及

平面媒体记者；二是对接信号，完成内容连线；三是与各栏目版面统筹组进行对接，保证动态新闻

第一时间发布。直播连线组有４名专职编辑，负责为湖北卫视、湖北公共·新闻频道的５档直播
节目提供ＳＮＧ（卫星新闻采集）、４Ｇ连线工作，仅从２０１６年７月２日到２０１６年７月８日，就成功
连线５００多次，几乎占全天版面的１／３，实现了重要新闻一个不漏。第四，成立直播小组，负责全
天多档滚动直播，保证新闻的连续性。第五，安排专人对接融媒体平台，实现信息、稿件、视频等

资源共享、互联互通。新闻编辑矩阵的重组，使得各小组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前方记者与后方编

辑的高效精准联动，有力地保证了全天候新闻大直播的有序推进。

４．传播矩阵的升级
（１）技术手段升级。在新闻采集环节，湖北广电大量利用微视频拍摄技术、航拍技术，并尝

试运用ＶＲ（虚拟现实）技术升级传播矩阵。手机小视频、微直播等新媒体传播方式在这次赈灾
新闻报道中大显身手，它们不仅被运用在视频节目采制环节，还在新闻画面传输环节发挥了较大

的作用。利用手机网络实时回传新闻画面，大大缩短了新闻后期制作的周期，提高了新闻传播的

效率。在这次赈灾新闻报道中，机动灵活的４Ｇ直播体量占到全部直播连线的８０％。此外，湖北
广电还启用了直升机、无人机等航拍设备，完成了３００多分钟的空中画面拍摄，并利用 ＶＲ技术
实时拍摄防汛一线全景画面。

（２）整合播发平台。在此次赈灾新闻采制中，播发平台也有了新的调整：当一条重要的新闻
资讯采制好后，湖北卫视直播平台，长江云客户端和各频道、频率微信公众号率先发布消息；湖北

卫视、湖北经视、湖北综合频道、湖北公共·新闻频道等则根据自己的定位，进行“二次深加工”，

展开侧重点不一的详细报道；湖北卫视等频道、频率根据新闻的内涵，进行再次深加工，形成“深

度报道”或专题性报道。

（３）传播终端多元化，方便受众自由选择。传播终端的多元化是媒体发展的一个方向。目
前，湖北广电的节目在传统电视频道、广播频率，以及长江云、湖北网台等新媒体平台上并机直

播，实现了电视、广播、网络、手机客户端全覆盖。其中，长江云客户端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直播平

台，可以方便用户随时随地观看节目，同时也是这次赈灾报道的募捐平台及网友互动的平台。用

户可以扫描二维码或下载ＡＰＰ进入长江云，通过点击首页上的图标 “万众一心 风雨同行”进入
支付宝爱心捐赠通道进行捐赠，十分方便快捷。

二、新闻直播形态的业务创新

湖北广电还在此次赈灾新闻报道中实现了新闻直播形态的业务创新：

（一）赈灾新闻大直播的业务创新

与以往新闻事件直播和赈灾晚会双管齐下的直播方式不同，在这次赈灾新闻报道中，湖北广

播电视台创造性地将二者合二为一，创办了节目《万众一心 风雨同行———２０１６湖北省抗洪赈灾
新闻大直播》，开创了赈灾新闻大直播的业务形态，令人耳目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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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节目由三个篇章构成：第一篇章是湖北灾情全景图，从短片《荆楚再展抗洪图》到《直升

机航拍：泡在水里的“鱼米之乡”》，直观地展示了湖北的严重灾情；第二篇章是湖北的损失全景

图，从《消泗万人大转移》到《消泗乡的移民安置点的直播连线》，再到《荆楚受灾图：天下粮仓的

损失》，系统报道了各地的损失；第三篇章是湖北的现状，这一部分由抗洪抢险和生产自救两部分

组成，报道了救灾的最新进展。２０１６年７月１８日，该节目在湖北广播电视台各电视频道、电台频
率、长江云客户端、网络电视等平台共同播出。

（二）“航拍＋多机位＋多场景”立体化的直播连线
与以往通过新闻卫星直播车、数字卫星直播车、便携卫星电话、海事卫星电话等新闻直播设

备实现的常态化直播连线不同，在这次赈灾新闻报道中，湖北广电实现了立体化的直播连线。

所谓“立体化直播连线”，是指记者利用航拍、多机位、多场景等直播连线形式，在报道自身

所在场景的信息的同时，进行相关的多场景甚至全景报道。在“龙王庙直播连线”板块中，前方

记者站在龙王庙碑前出镜报道，解说当前长江水位情况和汛情，同时又通过直播车进行场景切

换，报道多场景信息：首先记者请导播将画面切换到航拍画面，让观众看到长江和汉江的水位和

水流情况；接着将航拍画面切换到上游５００米的汉正街、下游１公里左右的江汉关和江汉路步行
街等地，让观众感受汛情的危急；最后又转回到龙王庙外，关注现场的防汛戒备状况。通过航拍、

多机位、多场景的直播连线，一个连线点的全景被立体化地呈现出来。

（三）“多场景＋多形式”的航拍
湖北广电还利用无人机和直升机实现了多场景、多形式的航拍。其中，无人机主要负责拍摄

单一场景画面，直升机主要负责多场景画面拍摄。

在《万众一心 风雨同行———２０１６湖北省抗洪赈灾新闻大直播》节目中共有三段直升机航
拍，分别为《直升机航拍：泡在水里的“鱼米之乡”》《直升机航拍：满目疮痍的大别山区》和《直升

机航拍：长江沿线汛情》。这三段航拍从江汉平原，到鄂东山区，再回到长江干线，记者在直升机

中出镜，报道自己从空中看到的情景，画面更立体、更具冲击力。

无人机夜间航拍的使用丰富了航拍的场景和形式，但这种拍摄方法难度较大。一方面，由于

空中可能存在天线、树枝等障碍物，加上夜间光线不足，无人机容易出事故；另一方面，被拍环境

必须有足够的照明才能更好地呈现画面，这也增加了拍摄的难度。在该节目中设计了两个演播

室外的航拍场景，为了更好地呈现画面效果，航拍小组对两栋大楼的外景灯光进行了重新布置，

满足了无人机夜间航拍的技术需求。

（四）演播室虚拟前置的业务创新

在该节目中，湖北广播电视台充分运用Ｖｉｚ①图文包装、演播室虚拟前置等多种视听表现形
式，画面精美大气，独具匠心。实景演播室虚拟前置是该节目的亮点，当主持人说到“我们分布在

武汉龙王庙、大别山红色旅游公路、黄梅考田河抢险现场、蔡甸消泗乡安置点等３０个直播连线点
的记者将实时为大家带来抗洪一线的报道”的时候，主持人前方就呈现出一个虚拟实景的湖北地

图，展现前方记者所在的位置；而当主持人说到“湖北的长江岸线长达１０６１公里，占到整个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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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分之一”的时候，虚拟实景的湖北长江岸线图便呈现出来。从视觉表现上看，演播室虚拟前

置使得节目更加动感、多元，可视性强，传播效果好。

三、赈灾新闻的话语重构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传播内容越来越聚焦于视听语言，视听语言的创新成为电视媒体竞

争的一大法宝。过去的赈灾新闻侧重于介绍灾情信息和描述救援情况，而在此次赈灾新闻报道

中，湖北广电从话语思维、话语方式和话语内容等方面实现了视听语言的创新，重构了赈灾新闻

的话语。

（一）“互联网＋”思维的激活
湖北广电在这次赈灾新闻报道中全面激活了“互联网＋”思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海量信息与多角度播报相结合。湖北广电的“迎战强降雨”全天候报道时间跨度大、信息

容量高，这就要求前方记者在采制新闻时打开视野，运用更加多元的视角报道新闻。记者不仅关

注了雨情、汛情、抢险救灾等实况信息，还挖掘了气象新闻、社会新闻、深度报道等多元信息内容，

使新闻事件得以多角度呈现。

２．多元化传播手段的运用。在采访手段上，记者灵活运用了无人机等工具；在传输方式上，
记者充分利用微信、微博、手机客户端、百度云等工具，尽可能实现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无缝对

接；在报道中，前方记者的现场连线速度甚至超过了某些新媒体。例如：２０１６年７月３日凌晨，湖
北广电“中央厨房”根据记者从长江防总了解到最新信息，“长江２号洪峰”在长江中下游形成，１
分钟后就以口播的形式“插播”了这条新闻。

３．多样化播出平台的构建。湖北卫视和湖北公共·新闻频道进行全天候新闻滚动播报，其
他频道、频率推出相关新闻报道和专题，长江云客户端、湖北网络广播电视、湖北广电微信客户端

等新媒体平台主要负责推送防汛抗灾资讯和新闻。在《万众一心 风雨同行———２０１６湖北省抗洪
赈灾新闻大直播》节目中，长江云客户端开通了募捐通道，用户可以进行实时捐赠，捐赠的实时数

据及爱心留言，也在节目中呈现。节目现场还开通了灾区民生热线，中国电信的６０名客服人员
在现场接听电话，相关信息通过屏幕下方的滚动字幕、网络直播中的弹幕信息来呈现。此外，对

在节目中滚动播出的募捐短片也进行了动画包装，它更像一个网络教程，告诉观众如何一步步

操作。

（二）信息服务与情感互动的融合

在话语方式方面，湖北广电的这次赈灾新闻报道还实现了信息服务与情感互动的深度融合。

一方面，新闻演播室中最新的汛情播报和直播连线，满足了观众的信息需求，具备新闻特质；另一

方面，大型活动演播厅里主持人、新闻当事人、活动志愿者统一着装，讲述抗洪赈灾中的感人故事

和场景，具备情感特质。新闻特质与情感特质在一个时间场内融合交织，形成强烈的冲击力。

（三）视听语言的灵活运用

立体化直播连线、航拍连线、演播室虚拟前置等视听语言的灵活运用，丰富了赈灾新闻的话

语表达形式。记者在防汛形势最为严峻或最具标志性的地点与演播室进行连线时，采用立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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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直播连线形式，让受众可以看到汉口龙王庙的长江实时水情，了解新洲安置点受灾群众的夜晚

如何度过，看到大别山水毁公路修复路段有关部门连夜抢通道路的施工进展，了解黄梅溃口抢险

一线现场的险情及最新处置情况等。除了常规连线，报道中还利用无人机和直升机联合航拍，从

空中直观展示湖北灾情。从江汉平原到鄂东山区，从长江干线到鄂西山区，记者把自己从空中看

到的湖北受灾情况，进行现场解说，语言感触真挚，画面更加震撼。在后期制作方面，充分利用

Ｖｉｚ图文包装系统制作丰富的视觉效果，将记者连线的分布情况、湖北相关地域的地理关系等信
息直观呈现。

（四）故事化的叙事方式

湖北广电在赈灾新闻报道中使用了多元化的故事讲述方式。一是故事短片。在典型事件的

报道中，湖北广电采用了故事短片的叙事方式，通过新闻现场的影像展示、编导讲述和音乐烘托

讲述新闻故事，如《“飞渡哥”———刘晓朋》等。二是主持人讲述。用主持人声情并茂讲述的方式

来解读新闻图片，如《用生命向党旗宣誓》等。三是在赈灾活动现场采访当事人。将当事人请到

赈灾活动现场，通过现场采访的方式来讲述故事，也是一种具有现场感的故事化表达。比如主持

人在赈灾活动现场采访了武汉东西湖区的一对退休老夫妻，５０多年来，这对夫妻共捐款３０多万
元。四是直播连线中的记者讲述。前方记者不仅通过直播连线描述自己在现场所看到的场景，

同时也将自己听到的故事讲述给观众。五是诗朗诵。诗朗诵是故事讲述中富有艺术性的一种方

式，朗诵者常常将几个小故事叠加升华，以取得更好的表现效果。在《万众一心 风雨同行———

２０１６湖北省抗洪赈灾新闻大直播》节目中便采取了这种形式。以上五种故事化的讲述方式，承
载了赈灾新闻报道的内容表达，形式多样、层层渲染，让观众从单纯的感动到产生责任感，再到产

生参与感，实现了赈灾新闻报道的最终目的。

（五）积极做好舆论引导工作

面对新媒体海量信息的冲击，积极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掌握话语主动权也是话语表达的

关键。

１．在信息真空期，把握权威信息的首发权。早在湖北省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启动之际，湖北
广电就派驻记者到省防指、省气象局、省水利厅、长江委等核心部门，并以滚动播出的方式，第一

时间发布雨情、灾情的权威信息。同时还派出记者分赴武汉、黄冈、荆门、鄂州、孝感等灾情较重

的地区进行报道。

２．在阶段性报道中，及时预判报道重点，把握好灾情和救灾报道的时度效。在掌握核心信
息的基础上，湖北广电的新闻报道重点也随着雨情、灾情的发展，不断更新拓展。２０１６年６月３０
日到７月２日，是降雨最猛烈的阶段，报道重点主要放在受灾群众的紧急转移上。《王明华：我带
队 我先上》《新洲三店镇：３０００人紧急转移》《孝感：“人桩”搭成生命通道 ２００多村民获救》《不
眠不休 展开生命大救援》等都是记者发回的现场报道，极具说服力和感染力。２０１６年７月５日
开始，雨情有所缓解，各地抓紧时间展开生产自救，报道也适时调整方向，增加了生产自救的内

容，并通过采访农技专家、地质专家等，为生产自救提供科学指导。而各地的抢险救灾情况则贯

穿在整个报道期间，做到了随时更新。

３．在舆论风口，积极做好科学引导。面对多元化的舆论，尤其是那些类似“修建了三峡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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坝，为什么长江流域还会出现如此严重的洪涝灾害？”“‘馒头兄弟连’为什么只能吃馒头，部队的

后勤保障是不是出现了问题？”等负面舆情时，湖北广电采取了积极应对、科学引导的策略。一方

面，报道湖北省防灾指挥中心每一次会议的重要内容，增强信息的权威性；另一方面，启用直升机

航拍，让观众直观地看到灾情现状和救灾情况。此外，湖北广电每天都会定时播发三峡大坝对下

泄流量控制的具体数据，并邀请专家解读三峡大坝在防汛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回应质疑。而为回

应网友对部队后勤的质疑，湖北广电专门采访当事人，澄清了背后的原因，同时及时播发部队科

学防汛的新闻特写。湖北广电用直观的画面、准确的数据和科学的分析，让质疑之声逐渐消散。

４．在重大节点，营造良好舆论氛围。面对牛山湖破垸分洪等重大节点，湖北广电深入采访，
通过翔实的报道，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２０１６年７月１３日下午，湖北卫视、湖北公共·新闻频
道对省防汛指挥中心举行的新闻发布会进行了现场直播，与此同时，组织力量对牛山湖附近村民

的转移情况进行跟踪拍摄，对武警部队制定并实施爆破的情况进行随队采访。此外，还紧急调集

直播团队、航拍团队前往牛山湖，做好全程直播的准备。２０１６年７月１４日清晨６点到７点半，湖
北卫视、湖北公共·新闻频道对牛山湖爆破进行了９０分钟的现场直播，并以“妥善转移安置附近
村民”“湖北践行绿色发展理念”“以大气魄永久性退垸还湖的担当”等作为主题，对牛山湖爆破

进行了深度报道，在两天的时间内，共播发稿件２０多篇。湖北广电全面、科学、翔实的赈灾新闻
报道获得了社会舆论的高度认可。

５．在社会关注逐渐减弱时，积极制造话题，主动引领舆论走向。２０１６年７月中旬，湖北入梅
已近一个月，雨情也有所缓解，社会舆论正逐步从“关注态”转向“参与态”。此时，湖北广电主动

出击，开办《万众一心 风雨同行———２０１６湖北省抗洪赈灾新闻大直播》节目，制造话题，引导舆
论走向。该节目不同于以往的赈灾新闻报道，它以新闻直播为特质，以赈灾为目的，以故事为载

体，全媒体参与、多视角呈现，既体现了主流媒体的创新力量，又彰显了主流党媒主动引领舆论、

弘扬社会正气的历史责任感，创新了赈灾新闻的话语。

总之，在这场赈灾新闻报道中，湖北广播电视台从体制、机制上创新了赈灾新闻的话语方式，

推进了全媒体融合战略，实现了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和长江云、湖北网络广播电视台等新媒体的

深层次融合。全媒体矩阵的成立，以及伴随而来的集团化资源共享、采制模式升级、传播技术升

级和新闻内容融合，让人们重新认识了电视媒体的魅力，发现了传统电视与新媒体竞合的火花，

初步找到了一条媒体融合背景下传统电视媒体的突围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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