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掘数据价值，提升全媒体化效能

从互联网出现以来，新闻媒体集各种形态共同发
展，以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各种形态进行信息传播
已是常态，新华社新媒体中心副主任贺大为指出，全媒
体化不是伪命题，它符合社会历史发展方向，是社会发
展的必由之路。

谈到全媒体化的内生动力，贺大为认为，应当是能
够提升媒体机构乃至文化产业机构的效益。然而，关于
全媒体的概念也有不少在理解上似是而非的误区，要全
面理解全媒体，可以从“全程、全员、全息、全效”的层面
出发，“它既是对我们媒体战略转型的要求，也是对当前
传媒、传播格局的一个问题，我们要做的是，怎么去尽快
地跟上时代进步和需求的变化。”

如何评价全媒体？
贺大为分享了三个标准——
第一是传播力是否提升：全媒体发展技术很有必

要，但内容是根本，技术是支撑，过于重视技术而忽视内
容，会渐渐迷失在追求新的概念和噱头上，忘记了新闻
人的初心：告诉人们他不知道的事情。

第二是生产效率是否提升：媒体行业要生存并持续
发展，文化产业也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要让生产跟上
需求，有人看的新闻才是有效供给，才有可能达到产出
效益的最大化。

第三是盈利能力是否提升：在市场的检验下，人民
群众喜闻乐见的就是能够在市场上获得认可的，真正好
的作品必定会得到流传。

对于全媒体的互联网解读，贺大为提出了“数据运
营”的模式。“新闻的重点工作是采集，一次采集，多元加
工，N次传播。”他指出，将传统的采、编、发运营流程与
互联网大数据相关联，将数据结合传播场景，用户阅读
需求进行专业、结构化的加工，形成有价值的稿子，这是
整个新闻生产过程的中心。发掘数据的价值，提升全媒
体化的效能，无论从传媒还是文化、数字产业来看都是
一个巨大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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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天上午，作为2020太
湖人才峰会的重要组成活动之一，长
三角一体化全媒体人才发展高峰对
话举行。媒体大咖、传播学界专家齐
聚无锡，聚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进程
中全媒体人才的引进和培养，探讨长
三角一体化中全媒体人才的积聚和
整合传播效应，打造长三角区域全媒
体人才高地。

全媒体人才资源的聚集和一体
化，是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的
重要组成部分。在长三角一体化全
媒体人才发展高峰对话活动现场，人

民日报江苏分社、新华社新闻信息中
心江苏中心、中国经济信息社江苏中
心、无锡日报报业集团、无锡广电集
团等19家媒体、机构联合发起“长
三角一体化全媒体人才发展无锡倡
议”，以此呼吁和推动区域内外媒体
共同发挥各自优势，形成协同联动的
融合传播合力；定期开展联合采访活
动，围绕重大报道主题协同作战，写
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大文章。

如果把G42沪宁沿线城市比作
一颗颗珍珠，那么G42就是串起珍珠
的那根线，它带动的将是上海与苏锡

常都市圈的联动发展。为了加快突
破体制机制障碍，有效推进长三角跨
区域合作，组织人事报拟联合多部门
向G42沪宁沿线城市组织部门、企
业、人才服务机构进行案例征集，破
除过去的机制障碍，聚天下英才而用
之，推进G42沪宁沿线城市人才创新
走廊建设，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
才制度优势。

“无比爱才”的无锡用政策引才
聚智，也需要有媒体长期关注并及
时报道无锡人才发展。当天，无锡
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特别聘

请首批12名“太湖人才观察员”，邀
请他们深度解读无锡的产业禀赋、
营商环境、文化内涵和人居魅力，为
无锡人才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向
全球传递无锡创新创业形象，共同
打响“无比爱才、锡望您来”的人才
品牌。

本次活动中，无锡市委宣传部与
新华社新闻信息中心深度合作，共同
打造“无锡城市传播能力建设、无锡
县级融媒体传播能力研究发展中
心”，进一步讲好无锡故事，传播好无
锡的声音。

拆解内容重新组装

城市摄像头像一位24小时蹲守一线的
记者，可实时记录街头动态与城市生活；电视
直播信号则具备洞察秋毫的能力，能够捕捉
赛场上的每一个精彩瞬间；在算法加持下，
AI特效能带来超越现实的视觉体验……新
华智云董事兼联席CEO徐常亮用一组视频，
从数据来源、智能处理、未来之路三个方面展
示了万物互联时代摄像头的百变之身。

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
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赋万物为媒的时代
已经来临，徐常亮带来的MAGIC智能生产
平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时而生。这个以
大数据处理技术，智能算法技术以及人机协
作技术为核心的平台，好比一条零部件生产
组装流水线，经由智能数据工坊和智能媒资
平台，将新闻内容拆解为颗粒化的零部件，再
通过智能生产引擎把零件重新组装，产生新
的内容——

探索人工智能运用：智能时代，简单的拍
摄和信息采集工作，可以通过机器人完成，媒
体从业者应当腾出功夫去构思更关键的创
意。专业新闻媒体和用户在内容生产上的信
息差很难通过“人员叠加”来解决，要实现超
越，需要把目光投向人工智能技术运用，由机
器智能生产新闻。从天气预报到实时发布的
地震新闻，物联网传感信息早已无声融入人
们的生活，而对于专业媒体而言，这片领域还
有更大的利用空间。希望它可以成为智能时
代内容生产的新基建，助力媒体机构更好、更
快地完成内容创作，让大家有更多的时间来
做有深度、有温度的内容。

（晚报记者 陈钰洁 蔡佳 实习生 胡锦
薇/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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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信息引发读者的兴趣

“凡要做成一件事情，人才是最关键的因
素”，澎湃新闻网常务副总编辑李嵘认为，在
媒体转型发展的过程中，人才应当被放在第
一位，优秀的产品背后必然是一支优秀的人
才队伍。而产品转型的重点在于找到用户，
在从纸媒向新媒体转型的过程中，李嵘深有
体会，在他看来，运营新媒体和做传统媒体的
重要区别正在于此——新媒体能够汇集数
据，使我们获得更加清晰的用户画像。

移动互联网的出现，根本意义上改变了
新闻生产的节奏和表达方式，采访环境和采
编形态也已完全改变，从业者该如何应对？
李嵘带来了澎湃的应对之策——

以读者的兴趣为中心：读者不太追究这
条信息的首发是谁，他关心这条信息“我”是
否有兴趣。信息井喷时代，媒体人的初心依
然是内容，大浪淘沙之下，只有优质内容才能
通过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传到用户和受众的手
中。正因如此，在万物互联的今天，澎湃依然
坚持以人工推荐为主，强调技术的辅助作
用。在政务新闻和政务平台中，专业时政编
辑的审核和判断仍然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
色，通过传播主流价值和创新内容，能够纾解
当代媒体人的“流量焦虑”和“算法焦虑”。

调查新闻依然是法宝：独家新闻在互联
网时代越来越难，调查新闻则依然是媒体看
家吃饭的法宝。今天的原创类新闻要追求
更快、更新、更独，而调查类新闻则强调更
深、更精、更可读。此外，移动互联网打破了
原来对媒体形式的界定，文字、图片、视频、
音频甚至动画都可以融合在一篇报道中，对
新闻载体的选择不再取决于媒体形态，而是
信息与形式的适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