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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全国县级融媒体中心能力建设年会
在成都双流举行

构建媒体融合新生态双流又获国家级奖项

传播百年成就和经验，推动融媒体
中心向阵地、平台和枢纽迈进。

12月18日至19日，第二届全国县级
融媒体中心能力建设年会在美丽的“中
国航空经济之都”成都市双流区举行。
新华社原副社长、东南大学文化传媒与
国际战略研究院联席院长周锡生，国家
广播电视总局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祝燕
南，中国出版集团原党组成员、副总经理
孙月沐，中国社科院中国文化研究中心
原执行主任张晓明，中国社会报原社长、
党委书记周蔚华，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
织联合会县级融媒体中心委员会会长陈
少东，江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政府新
闻办主任傅云，成都市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田蓉，双流区委书记鲜荣生出席开幕
式。

开幕式由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党委
书记黄晓新主持。第十二届全国人大教
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原国家新闻出
版总署署长柳斌杰，中国人民大学副校
长胡百精发来视频贺词。

开幕式现场公布了“全国县级融媒
体中心能力建设十大典型案例”和“全国
县级融媒体中心能力建设十佳创新案
例”。其中，双流区融媒体中心荣获“全
国县级融媒体中心能力建设十大典型案
例”。同时，“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融媒
体研究基地”和“全国县级融媒体中心智
媒协同创享空间”在现场正式揭牌落户
双流。

据悉，此次年会由中华全国新闻工
作者协会、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
联合会、中国报业协会、中国新闻文化促
进会、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指导，中国新
闻出版研究院传媒研究所、中共成都市
双流区委、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政府主办。

大咖齐聚成都双流
共论县级融媒体中心能力建设

这是一场关于“县级融媒体中心能
力建设”的思想盛会。

开幕式上，大咖云集。200余名业界
大咖与嘉宾集聚成都，共同探讨总结全
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做法和经验，
推动县级融媒体中心向深度发展，逐步
建成面向基层的主流舆论阵地、综合服
务平台和社区信息枢纽。

如何推动融媒体中心向阵地、平台
和枢纽迈进？会议现场，嘉宾们进行了
精彩的思想交锋。

“县级融媒体中心要进一步增强深
度融入基层治理的能力，以融合传播的
力量推动进入社会治理体系的能力现代
化；进一步增强深度融入社会生活的能
力，做美好生活的建设者和陪伴者；进一
步增强实际连接用户网络的能力。”针对
融媒体中心的进一步发展，胡百精提了
三点建议。他坦言，相比第一次年会，本
届年会主题聚焦能力建设，可谓抓到了
县级融媒体中心深度融合发展的中枢。

周锡生也同样提到“进一步深入基
层”，他说：“眼睛多‘向下看’，多关注了
解当地广大干部群众的真实需求，努力
多做一些受众喜闻乐见的产品，加强正
能量和舆论引导，这是当下加强县级融

媒体中心建设的关键。”
另外，柳斌杰强调了深化体制机制

创新，“融媒体中心是一个新生事物，要
按照新的思路、新的方法建设，尽量采用
共建共享共管的模式，提供更多的力量
投入到融媒体中心来。”

荣获国家级奖项
双流“1233”工作模式助推媒体融合

开幕式现场，备受瞩目的“全国县级
融媒体中心能力建设十大典型案例”和

“全国县级融媒体中心能力建设十佳创
新案例”名单正式公布。其中，双流区融
媒体中心荣获“全国县级融媒体中心能
力建设十大典型案例”。这也是此次年
会选址双流的原因之一。

“成都市双流区融媒体中心于2019
年5月22日正式挂牌成立，发展迅速、成
效显著，包括两个微信、微博、今日头条
号、抖音号等九个平台，拥有粉丝230余
万，因此我们选择在成都市双流区召开
这次大会，借此也为学界搭建了研究交
流的平台。”黄晓新说。

今年刚满两岁的双流区融媒体中
心，是四川省唯一一个既荣获全国媒体
融合先导单位20强称号，又以满分通过
全省交叉验收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其政
务微博位居“全国十大党政新闻发布微
博影响力排行榜”第三名、政务微信长期
位居全国百强，中宣部、国家广电总局曾
先后来中心调研考察。此外，双流区融
媒体中心还入选了人民日报“县级媒体
齐心抗疫”优秀案例，以及首届年会全国
县级融媒体中心舆论引导突出案例。

“双流作为成都县级融媒体发展的
组成部分，始终坚持积极探索、深度实
践，初步形成了1233的工作模式，努力推
动媒体融合。”鲜荣生在致辞中说。

鲜荣生介绍，“1233”工作模式中的
“1”是坚持“一核引领”，守好方向之正；
“2”是塑造“两大学习品牌”，推动党的创
新理论深入人心；“3”是探索“三大创新
融合”，打造质效并重的新型主流阵地；
最后一个“3”是打造“三大服务治理平
台”，即政务服务平台、“双流号”信息发
布平台、市民诉求平台，加速构建“云上
双流”网络新领地，持续增强市民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两大国字号基地授牌
双流构建媒体融合新生态

年会现场，“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融
媒体研究基地”和“全国县级融媒体中心
智媒协同创享空间”揭牌，正式落户双流。

“智媒”“融媒”是这两个“国字号”授
牌的关键词，也是融媒体建设的未来发
展方向。对此，祝燕南认为，要在5G生态
中推进媒体融合。在接下来的两三年，
5G将与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大数
据等各种技术相互衔接融合，为视听业
务提供强大的数据分发、智能计算和交
互式服务，促进大视听产业业态创新和
生态蜕变。

“如果不在5G生态中考虑推进媒体
融合，全媒体建设的格局是打不开的。”祝
燕南一针见血地指出要害，“这不是综合
实力的问题，而是技术发展方向的问题，
不管媒体的大小，都不能忽视这个问题。”

针对这个问题，双流也有自己的思
考，并迈出了实践的步伐。例如，双流区
融媒体中心的智慧展厅，以双流融媒虚
拟主持人“双双”导游全程，采用融合屏、
互动透明屏、体感摄像头等一流硬件，运
用语音交互、3D建模、智能写作、人脸识
别、人脸融合和动作捕捉等先进技术，将
现代融媒技术和本地优质内容有机结
合，形成集数字驱动、人工智能、沉浸互
动体验为一体的融媒智慧平台。

此外，为建好用活融媒体中心，双流
区委、区政府下足了功夫——打造“空港
智媒创享中心”，设立每年3000万元智媒
合作发展基金，支持组建“空港媒体智
库”，还出台了《关于支持区融媒体中心
高质量发展的十条措施》，投入逾1亿元
财政资金支持融媒体中心建设。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秋凤
谢燃岸 杨涛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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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故事从基层讲起
媒体融合新生态的

双流实践
在双流人的手机里，“云

上双流”APP是双流人“云上”
的家园。在这里，各种各样
丰富多彩的新闻产品让大家
享受“悦”读的快感，包括各
种专业政策的清晰解读，动
漫、H5、海报等多种新媒体产
品的缤纷呈现……大家可以
轻松知晓天下大事，聆听双
流故事。

从基层故事讲起，既做
美好生活的建设者，也做无
时无处不在的陪伴者，这是
双流媒体融合的现实实践。

双流区融媒体中心在推
进融媒体发展进程中，坚持
把“引导群众、服务群众”作
为首要任务，适应新媒体发
展大势，从用户的视角出发，
构建媒体矩阵，真正实现了
让群众愿意看、离不开、有吸
引力。

比如，目前已经累计开
展19期的“航空经济大讲
堂”，用接地气的形式宣讲政
策精神，用生动的群众语言
把最新理论播撒到百姓心
间，已收集参学人员意见建
议1200余条。

再比如，备受好评的“企
业咖啡时”活动，是双流区融
媒体中心深度参与地方经济
发展的一个生动案例。通过
这杯“线下”和“线上”相结合
的咖啡，双流区融媒体中心
充分发挥了信息枢纽作用和
优势，权威发布政策信息，广
泛收集企业诉求，解决企业
难题。

更好地服务群众，逐步
建成面向基层的主流舆论阵
地、综合服务平台和社区信
息枢纽，双流正是这样从基
层出发，讲述着精彩的成都
故事、四川故事和中国故事。

如今，双流区融媒体中
心荣获“全国县级融媒体中
心能力建设十大典型案例”，
这一奖项是对双流过去两年
融媒建设成绩的肯定。同
时，“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融
媒体研究基地”和“全国县级
融媒体中心智媒协同创享空
间”两个“国字号”的落户，也
让我们更加期待双流融媒的
未来。

12月18日，第二届全国县级融媒体中心能力建设年会在成都市双流区开幕。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刘秋凤

两个“国字号”平台落户双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