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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必要性

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应紧抓新一代传媒事业

发展的重点，通过优化网络体系，引导社会舆论发

展、改变社会治理方式。

首先，建设县级融媒体中心能够提高县级政府

的工作效率。网络具有公开、共享等特点，相较于

传统媒体，以网络为基础的新兴媒体更具影响力，

任何信息均可通过网络迅速传递给用户，这为服务

群众、引导群众、凝聚群众奠定了基础。可以说，县

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是强化新闻舆论阵地、提升社会

治理水平的有效方法，能够提高县级政府的治理

能力。

其次，建设县级融媒体中心能够优化配置媒体

资源。融媒体中心建设是融合传统媒体资源、新兴

媒体资源的过程。通过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可以

实现媒体资源的优化配置，使传媒内容更为可信、

传媒形式更加丰富、传媒发展更加高效，从而满足

新时代媒体事业的发展需求。

最后，建设县级融媒体中心能够增强客户黏

度。当前我国网民习惯以网络为依托摄取新闻资

讯，通过网络与政府相关部门沟通，了解国家大事，

参与社会治理。发挥自媒体效用，拓展融媒体业

态，能够吸引更多群众响应国家号召，支持县级决

议实施，提高国家治理效率。

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关键因素

首先，不断提高服务能力。县级融媒体中心建

设的根本任务是服务人民、造福百姓。因此，需将

“服务能力”视为融媒体中心建设的关键，根据县级

发展需求创新服务项目、丰富服务功能、发展网络

技术、调配媒体资源。例如，可以打造系统、高效的

运营网络，建立密集的服务网格，为有效运用媒体

资源奠定基础，实现便民服务目标。

其次，利用先进技术赋能。为充分利用媒体资

源，实现人民群众与政府的高效互动，县级政府需

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力度，确保其可以为融媒体中

心建设赋能，拉动地区经济发展。比如，县级政府

可以以“智慧行政”为导向，运用大数据技术对相关

资讯进行筛选、分类、存储、分析以及利用，为政府

决策提供依据；可以打造智慧社区，以社区为单位

与民众进行互动，向民众传达国家各项政策，向上

反馈国民心声。

最后，理顺建设平台与运营端口的关系。以网

络为依托形成特定区域服务机制、服务平台、服务

体系，是融媒体中心建设的核心内容。因此，需理

顺建设平台与运营端口的关系，提升服务效率。同

时，应整合网络资源，优化相关服务机制，在凸显县

级区域服务特色的基础上，集聚网络力量，落实县

级服务目标。

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原则

第一，技术为基。作为公开平台，网络在为用

户提供便利服务以及各类资源的同时，也存在一定

的安全隐患，比如黑客入侵、数据丢失、病毒侵扰、

系统停滞等，降低了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质量。

对此，我们需秉持安全第一、服务为先的理念，在保

障广大网民权益的前提下发展技术，通过过硬技术

保障网络平台稳定运行，推动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

发展。

我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路径
◇李晓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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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服务为核。“服务”是县级融媒体中心建

设的初衷。通过调配媒体资源、发挥服务能效，能

够确保网络治理和网络引导的有效性，使之始终与

国家方针政策保持一致，提高县级政府的管理质

量。因此，我们需关注融媒体中心发展情况，不断

调整建设方向、升级建设目标，为充分运用网络资

源奠定基础。

第三，政务为主。传统的县级治理方式较为呆

板，民众不知县级政务与个人发展的关联，未能积

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因此，需要践行“政务为

主”原则，在党和国家的指导下开展服务活动，推行

“政务+新闻+服务”体系，集聚用户并面向用户传递

新时代党的方针政策，以用户喜闻乐见的形式落实

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目标。

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路径

第一，优化整合网络资源。相较于大城市，县

级地区的网络资源整合能力相对较差，这主要是因

为数字化企业较少、平台服务范围较窄、用户粘合

力较低，未能吸引更多的民众参与其中。因此，我

们应调配传媒资源，丰富舆论输出端口，鼓励自媒

体发展，使网络舆论氛围更为热烈。比如，县域政

府可以利用微博、微信、美拍等商业平台合作调配

网络资源。同时，应注重发挥主流媒体的引领能

力，践行“生态化”的基层媒体发展理念，构建文、

视、播、报一体化的融媒体中心。

第二，建立稳定独立端口，加大技术研发力

度。独立端口是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基点，是打

造相关服务体系的前提。然而，当前我国县级单位

网络技术水平较低，容易出现政务、服务、传播不同

步的问题，从而浪费网络资源，降低融媒体中心建

设的质量。在移动媒体时代，如何处理海量数据已

经成为媒体竞争发展的重点。因此，县级融媒体中

心建设应首先明晰用户需求，精确输出传媒资源，

丰富独立运行端口，拓展传媒服务功能，达到技术

支撑平台的目的。比如，可以以全媒体内容运营体

系为依托，将采访调度、项目开发、内容审核、编辑

制作等流程统筹在一起，建立智能数据库，为开展

个性化服务活动提供依据，发挥融媒体中心的竞争

优势。

第三，健全完善“政务+ 新闻+ 服务”体系。“政

务+新闻+服务”体系是当前我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

设的主导体系。只有面向客户提供专业服务，才能

有效传达政务信息，提高民众的依赖感以及政府的

信用度，为持续优化运营体系提供依据。当前，我

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还存在疏漏之处，政务解读

不到位、传播形式较单一、服务效率不高，难以发挥

应有的效能。对此，首先，应加大政务解读力度，明

晰党政指导方针与地区发展的紧密关联，以县级政

府管理实况为出发点，探析新闻报道形式，丰富传

媒内容及功能，从而落实服务目标。其次，应根据

用户需求打造县级本土化融媒体运行体系，借鉴商

务互联网运行的经验，提高用户粘合度。最后，应

根据服务需求开发融媒体功能，建立以市场为导向

的融媒体服务中心，将服务、新闻以及政务关联在

一起。

综上所述，为提高县级政府的治理能力，相关

部门应树立融媒体意识，做好网络资源优化整合工

作，建立稳定独立端口，加大技术研发力度，在“政

务+ 新闻+ 服务”体系的支持下，推动县级融媒体

中心建设事业稳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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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人民论坛》2019年9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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