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无锡市新媒体排行榜（无锡
市委网信办、无锡市新闻工作者协
会指导，无锡市互联网传播研究会、
江南大学无锡互联网传播研究中心
主办）发布以来，江南晚报微信公众
号一直位居前三名。在11月20-26
日的榜单中，发布总数、头条阅读数
均为第一。

在江苏省委网信办与人民网舆
情数据中心联合推出的 2022 年上
半年江苏省重点新闻媒体微博、微
信排行榜中，江南晚报微信公众号
排名第六、江南晚报微博排名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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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粉行动”：从一张报纸到新媒体矩阵

许扬，2015年11月至2019年9月在江南晚报主持工
作。其间多次开展“增粉行动”，为江南晚报由传统纸媒向
移动客户端媒体的转型迈出跨越性步伐。

11月30日上午，记者在无锡广电集团19楼办公室采
访许扬时，他正在翻阅一本《元宇宙基石：Web3.0与分布
式存储》。回忆当年那一波波被同行们称为“无锡新闻界
史无前例”的行动，既有一种历史回溯的感触，又少不了几
分当事者的兴奋。

诞生在经济发达的长三角中心城市无锡的江南晚报，
一向注重科技对新闻传播的影响。它是全国报纸中，较早
实现从铅与火到光与电技术革新的报纸，也是全国媒体中
较早拥抱互联网的传媒。

许扬认为，这些数字化转型的尝试，与江南晚报在全国都
市报阵营中所处的地位是匹配的。但当时的新媒体平台是建
立在PC上的，更多的是纸媒的一种补充。以后随着进入3G
时代和智能手机的发展，虽然也有各种探索，但大体是一个

“配角”的作用，并不是重点打造的方向。
曾分管过集团新传媒部和数字出版部的许扬，一直关

注着媒体转型的问题。2015年11月底，根据上级安排，他
全面主持江南晚报工作。当时的首要问题是，江南晚报和
全国所有都市报一样，面临着黄金发展期已过，在以微信公
众号为代表的新媒体冲击下，主流舆论场话语权不断丧失、
经营效益“断崖式”下滑。如何加快媒体转型，迅速扼止颓
势，必须要找到一个发力点。

编委会研讨转型的路径编委会研讨转型的路径，，费了许多精力费了许多精力，，考察学习了许考察学习了许
多当年多当年““火火””过的兄弟媒体过的兄弟媒体，，最后统一了认识最后统一了认识：：还是要抓住内还是要抓住内
容和渠道这两个关键容和渠道这两个关键。。他认为他认为，，在新闻生产流程再造上在新闻生产流程再造上，，要要
抓住传播方式的变化抓住传播方式的变化，，把传播时效从把传播时效从““日日””改变为改变为““时时””，，把原把原
先的记者中心制改为编辑中心制先的记者中心制改为编辑中心制，，编辑和记者随时保持沟编辑和记者随时保持沟
通通，，记者报题与编辑策划结合记者报题与编辑策划结合，，““时时刻刻时时刻刻””生产出新闻产品生产出新闻产品。。

在传播渠道上在传播渠道上，，决定以当时影响力最大的微信公众号决定以当时影响力最大的微信公众号
作为突破点作为突破点，，以以““江南晚报公众号江南晚报公众号””为核心为核心，，再针对受众关注再针对受众关注
度度，，组织一批对应特定人群的专业公众号组织一批对应特定人群的专业公众号，，如针对小记者的如针对小记者的

““升学团子升学团子””、、面向美食爱好者的面向美食爱好者的““壹搭无锡壹搭无锡””、、金融理财类的金融理财类的
““大钱袋大钱袋””、、传播保健知识的传播保健知识的““大夫来了大夫来了””、、关注楼市的关注楼市的““江南江南
晚报购房团晚报购房团””，，辅以江南晚报微博辅以江南晚报微博、、江南晚报网等江南晚报网等，，形成一个形成一个
规模化的新媒体矩阵规模化的新媒体矩阵。。

方向定了，更要有行动。江南晚
报公众号早在 2012 年 11 月就开办
了，但粉丝一直是靠自然发展的，从来
没有超过10万，与报纸的地位不相符
了。2016年春节前举行的全体职工
动员大会，要求全员投入，实现短期内
公众号粉丝的增加。有考核的指标、
有奖励的措施。当许扬在会上提出层
层分解指标，年内要把粉丝数提升到
20万时，许多人感到震惊，一些人甚至
在节日里想到这个“不可能的任务”都
忐忑不安。

回顾当时的决策，许扬表示，除了
现实的紧迫性，更有激发全体员工对转
型危机感认知、提升对新媒体认识的考
虑。与其天天喊“狼来了”，不如让大家
有些实际的感受更好。“就以我自己来
说，也知道开口向陌生人扫码的不容
易。我们这个群体毕竟是文化人，现在
要做的是求人的事呵。”他表示，江南晚
报1992年底创办的时候，大家也是一
家家去敲门征订、扫街征订的。我们为
江南晚报公众号粉丝的增加，一个个地
扫码、求关注，其实是做的同一件事。

当然我们也不是把大家赶到街上
了事，我们发动各方面的力量，也学习
了许多成熟的经验，为大家组织定购了
许多“小道具”，培训了一些技巧。也有
许多同事创造了许多办法，像有的同事
邀集起来，上下班乘地铁时一节节车厢
逐人扫码（当时地铁尚未有禁止此类活
动的规定）。有的同事托请各种关系，
走进大企业、学校，趁着午餐时间，在食
堂里给吃饭的职工、同学们一个个扫码
加关注。就连一些日常管理十分严格
的大牌外企，我们都“挤”了进去。当年
9月，粉丝数就增长到了16万，年底时
就非常接近20万了。

粉丝数的直线上升，一方面提升了
广告的价值，另一方面激励了采编人员
转型新媒体的信心。我们还鼓励采编
人员自己办公号（后来是学习视频制
作），亲身感受新的媒体生态，在琢磨、
探索中学习。还有晚报抖音、快手号的
开办，都是员工们自己主动提出的申
请。

“媒体转型，根本是媒体人自己原
有习惯的改变。我们采取上街进厂的
非常手段，同时还起到了凝聚员工精气
神的作用，给大家造成一种不变不行的
心理冲击。”除了不怕吃苦流汗，大家还
通过采购扫码自动拍照机、利用与通讯
运营合作，以及后来的自己组织各式各
样活动等方式，一步步促进江南晚报公
众号的粉丝量20万、30万、45万……
的不断增长。2020年7月，粉丝数终
于突破60万，此后虽有小的波动，但基
本都稳定在了60万以上。

可喜的是，十年过去了，江南晚报
抓住内容生产这个核心，全体员工经
过一系列“增粉行动”的磨炼，已经初
步适应了传播渠道不断变化的形势，
能够紧随技术的演进，不断在新的渠
道上推出产品，让“江南晚报”这块金
字招牌继续在不同的受众人群中闪
亮。

从目前的各项统计、数字指标来
看，江南晚报的新媒体稳固据守着本
地媒体的头部地位，“我对它的未来是
充满信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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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赶上迟到的“晚集”

增的是“粉”，长的是“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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