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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一部“兔经”
他成了致富带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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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把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从“相加”到

“相融”这个过程称为媒体融合发展的“光

荣一跃”。这一跃无比重要，是传统媒体实

现华丽转身的关键一环；这一跃也困难重

重，涉及体制机制变革、生产流程重构等，

每一步都需要智慧和勇气。当前，真正实

现从“相加”到“相融”，亟须进一步深入思

考和解决媒体融合发展中遇到的一些难

题。

思路是因袭还是飞跃。传统媒体与新

媒体融合后，是继承原来传统媒体的气质、

保持原有的底色，还是“另立门户，重起炉

灶”，这是媒体融合发展中必须回答的问

题。当前，在媒体融合发展中，有的媒体推

出的融媒体平台基本上是传统媒体内容的

翻版，单纯把原有的内容搬到网上；有的融

媒体平台较好地保持了原有气质，既运用

新技术、展现新气象，又延续了原有的影响

力和公信力；有的融媒体平台则是彻底的

“改头换面”，已经找不到母媒体的影子，自

身定位和目标受众都发生了较大变化，可

以说是颠覆性“变身”。在这个问题上，业

界大多数人认为目前最好的实践是第二种

形态，它既避免了第一种形态必然带来的

低效能，又避免了第三种形态对于传统的

完全颠覆，是当前相对稳妥又能实现飞跃

的媒体融合发展方式。

产品生产如何既节约资源又不失专业

水准。在媒体融合发展之前，对于同一新

闻采访活动，一些媒体集团会有许多旗下

的媒体记者都去参加，造成资源浪费，新闻

产品也存在同质化倾向。媒体融合发展中

“一次采集、多种产品形态”的做法在一定

程度上改变了原来的情况，但随之也带来新的问题，即一次采集

的效率如何？能否达到“全媒型记者”的要求？新闻素材采集回

来能否满足制作不同新闻产品的需要？在新闻现场，一个记者既

要准确记录文字，又要拍摄照片，同时还要采集声音、视频，难度

较大，可能会造成新闻信息的缺失。而且，大多数记者没有经过

“全媒型记者”训练，难以同时兼任各项工作。在媒体融合发展中

如何实现一次采集形成多种专业化产品，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技术投入如何既适应发展需求又经济高效。媒体融合发展

离不开新媒体技术的支撑。当前，一些资金实力雄厚的媒体集团

对融合发展中的技术高度重视，不断加大投入。与此相反，有些

媒体集团的融合发展虽然取得一定进展，但由于受资金实力限

制，技术支撑团队人员很少，许多技术工作都需要外包。特别是

许多省级以下媒体认为技术投入很“烧钱”，资金实力限制了其融

媒体产品的开发。在技术引领媒体变革正成为时代潮流的新形

势下，必须深入研究技术驱动之路怎么经济高效、可持续地走下

去。

媒体人如何真正融合。人的融合是媒体融合发展的核心和

基础，但这一问题当前仍困扰着不少媒体。从实际情况看，制作

融媒体产品通常难以单兵作战，需要团队协同配合，有负责文字

的记者、有负责视频的记者、有稿件加工的编辑、有视觉呈现的美

编、有后台支持的技术人员等。这些人员在传统媒体中往往隶属

于不同部门，在一些媒体集团里工作人员还存在着身份、待遇方

面的差异。实现从“相加”到“相融”，媒体人必须真正融合在一

起，不再区分传统媒体部门和新媒体部门。这就涉及人才管理体

制机制的变革，并且需要适应媒体融合发展需要进行组织架构调

整。

据11月8日《人民日报》

重庆日报讯（记者 郭晓静）11月

5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发展改革委获

悉，截至9月底，《重庆市人民政府、贵

州省人民政府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

称《合作框架协议》）中的21个具体合

作项目和事项，已有 13 个取得实质性

进展，其中三季度就有3个合作项目和

事项取得实质性进展。

今年4月，贵州省党政代表团来渝

考察，两省市举行重庆·贵州经济社会

发展情况交流座谈会，并签署《合作框

架协议》。根据《合作框架协议》，双方

将在筑牢生态屏障、基础设施互联互

通、打造无障碍旅游区等十个方面深入

合作，力争到 2022 年把渝黔地区建成

内陆开放型经济示范区、西部地区新的

经济增长极和生态文明建设先行区，在

西部地区树立省际合作新典范。《合作

框架协议》签订后，按照市委、市政府工

作安排，市发展改革委会同市级相关部

门和区县，与贵州省相关部门和地（市）

县积极务实开展渝黔合作相关工作，取

得显著成效。

三季度以来，市水利局牵头与贵州

省水利厅在重庆共同签署了《渝黔防汛

抗旱信息共享和通报制度备忘录》，双

方将加强在水情、雨晴、工情信息共享

和通报等领域的合作；市发展改革委牵

头推动，贵州华芯通半导体技术有限公

司与重庆飞象工业互联网有限公司在

渝签订战略合作协议，项目落户重庆经

开区，双方将共同建设安全可靠的工业

互联网平台系统；在市能源局的推进

下，澳大利亚中国西部控股公司在贵州

成立的“贵州鼎泰新能源开发有限公

司”，与重庆能源集团贵州煤电公司采

取以经营权合作方式，共同推动“毕水

兴”煤层气勘探开发。

市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除

了这13个合作项目和事项以外，其余8

个合作项目和事项也正在有序推进。

此外，在渝黔毗邻区县合作方面，

两省市也颇有成果——

綦江区、南川区、万盛经开区和桐

梓县 4 区县政府于 8 月 16 日发起成立

了“渝南黔北”区域旅游发展联盟，旨在

进一步强化渝黔旅游交流与合作，共推

旅游资源整合、产业融合、优势互补、客

源互动，推进“渝南黔北”旅游产业跨区

域一体化融合发展。

南川区与遵义市两区市政府于 9

月 25 日共同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双方

将在规划政策、工业、商贸服务业、现代

高效农业、能源矿产、交通基础设施、医

疗卫生、人力资源、文化体育等领域进

一步深化合作。

綦江区牵头完成渝黔边界地区经

济走廊建设课题研究，探索加强与贵州

毗邻地区合作交流。同时，加强与贵州

桐梓县就藻渡水库征地拆迁等前期工

作的沟通协调，目前各项工作正稳步推

进。

万盛经开区与遵义市正安县也签

署了经济社会发展合作框架协议，共同

推进渝黔区域合作桥头堡和示范区建

设。

据11月6日《重庆日报》

渝黔合作有13个项目取得实质性进展

脱贫攻坚“回头看”

10月30日，区二届区委第七轮巡察工作启动，聚焦脱贫攻

坚开展巡察和巡察“回头看”，5 个巡察组深入一线、深入群

众，着力发现和推动解决脱贫攻坚工作中存在的普遍性问题、

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促进脱贫攻坚工作健康发展。

记者 陈星宇 摄

11月2日，新盛镇陈家村，区委第一巡察组到脱贫户家中了解情况

区委第一巡察组查看堰渠修复推进情况

区委第一巡察组在村便民服务中心查阅脱贫攻坚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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