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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场域中党的创新理论
传播的路径优化

◇周耀宏

一、新媒体场域中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存在的

问题

第一，党的创新理论在新媒体场域中传播的话

语凝练不够深刻。一是党的创新理论传播话语的大

众化水平不高。党的创新理论在新媒体场域传播的

过程中，还存在着原著和基本资料性的材料多，偏学

术化的东西多，通俗易懂的内容少，与老百姓的实际

生活需要还比较远，还不够接地气，缺乏足够的实用

性和指导性，不能引起群众的足够重视；二是党的创

新理论传播话语的表现力有待提升。党的创新理论

在新媒体场域的传播中存在着语言表达不够优美，

表述过于刻板，严肃性大于灵活性，说教式话语多于

以理服人、循循善诱，宏大叙事多于细致入微，刚性

要求多于温柔体贴，这会影响党的创新理论的亲和

力与吸引力；三是党的创新理论传播话语的契合度

有待增强。党的创新理论在新媒体场域中传播时，

存在着自说自话的状况，没有很好地处理党的创新

理论传播与普通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需要之间的关

系，没有很好地研究群众的审美习惯和认知规律，生

动形象地展现党的创新理论魅力还不够强，党的创

新理论的时代气息展现得还不够充分。

第二，党的创新理论在新媒体场域中传播的方

式手段不够优化。一是党的创新理论在新媒体场域

中的传播方式还不够多样。作为党和国家的主流意

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创新理论话语权的掌

控程度远不如前互联网时代。二是党的创新理论在

新媒体场域中的传播手段还不新媒体场域中党的创

新理论传播的路径优化够灵活。当前情况下，党的

创新理论传播中存在着传播手段不能很好适应新媒

体，传播时间碎片化、主客体互动性、寓教于乐休闲

化、信息接收个性化等状况，制约党的创新理论的影

响力；三是党的创新理论在新媒体场域中的传播渠

道还不够畅通。当前，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中存在着

各种媒体融合度不高的状况。传统的纸质媒体、广

播、电视、宣传标牌等，在传播党的创新理论过程中

还不能有效地与新媒体融合发展，还没有形成同频

共振最佳传播效果。

第三，党的创新理论在新媒体场域中传播的运

行机制不够完善。一是新媒体信息传播分类管理的

体制机制还不够完善，影响党的创新理论传播的精

准度。分类管理体制机制不到位，影响官方信息发

布和信息来源渠道的权威性，使党的创新理论在传

播过程中得不到应有的精准投放，受到干扰得不到

有效的回击；使得民间信息中非科学的假恶丑信息

的存在得不到消杀，传播得不到有效抑制；使得个人

信息传播中虚假信息、诈骗信息、谣言信息在网络空

间弥漫扩散；二是新媒体信息筛选甄别的体制机制

还未真正建立起来，影响党的创新理论传播的可信

度。新媒体网络空间的虚拟性、隐蔽性、全域性和全

时段性特征给网络信息安全带来巨大挑战，尽管现

在相关法律法规加强了实名制管理，仍然不可避免

地出现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盗取别人信息注册用户或

者冒用主流权威网站散布和传播有害信息的状况，

一些微博、微信平台的用户利用境外服务器大肆进

行有害信息传播甚至坑蒙拐骗，不仅给党的创新理

论传播带来巨大伤害，而且给其他新媒体用户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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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损失、给我国信息安全带来严重威胁；三是新媒

体信息传播处置快速应答的体制机制还不能满足形

势发展需要，影响党的创新理论传播的实效性。新

媒体场域中言论自由及其言者身份的隐蔽性，可能

导致一些网民由于某些原因发表过激或不当言论而

引起舆论热潮甚至重大网络舆情。新媒体信息处置

应答机制的滞后性增加了舆情爆发后“灭火”的难

度，一些冲击党的创新理论的权威性和话语权、混淆

视听、攻击社会主流价值、散布谣言制造思想混乱等

有害信息如果得不到快速反应处置，将干扰党的创

新理论的传播，影响广大人民群众接收党的最新精

神的实效性。

二、新媒体场域中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优化的路

径选择

第一，加快推进媒体融合，打造党的创新理论的

立体传播体系。一是实现纸质媒体与新媒体的融

合，主要是书籍、报纸、杂志等纸质媒体实现数字化，

并通过相关官方网站、中国知网（包括维普、万方、超

星等）数字资源库、微信公众号等进行新媒体推送，

从而提高阅读量、扩大传播范围；二是广播、电视等

主流媒体平台与新媒体的融合，即实现广播信息的

数字化、可视化和电视信息的网页化、互动化，或者

广播电视的网络化、数字化传播，进而实现党的创新

理论学习和传播的可重复性；三是各种媒体与手机

媒体的融合，即打造各种媒体的手机用户端传播功

能，使各种媒体平台与手机运营商合作，推出诸如手

机报、手机微信官方订阅号等手机终端传媒形式，使

党的创新理论拥有更广泛的受众群体。

第二，大力丰富传媒形式，拓展党的创新理论的

有效传播渠道。一是开设专题网站。通过网课、在

线答疑等形式进行党的创新理论传播；通过提供多

媒体课件、音视频、flash动画等下载功能建立形象

化、立体化、多维化的网络互动模式传播党的创新理

论；通过设置网络理论需求库、经典书目库、资料索

引库、专家答疑库、专题研究库等，建立党的创新理

论学习传播的多功能服务体系。二是利用微传播平

台。通过微课、微视频、微电影等形式，充分利用拍

客、抖音、快手、头条、看点、哔哩哔哩等平台，增强党

的创新理论传播的实效性。三是发挥网络大V的名

人效应。充分调动道德楷模、先进人物、优秀党员等

知名人士传播党的创新理论的积极性，通过他们开

设的个人博客，讲好党的创新理论故事，引导粉丝弘

扬正能量，提高党的创新理论的影响力和感召力。

第三，科学设置媒体语言，构建党的创新理论传

播的话语体系。一是语言表达要生动活泼。传播主

体在对党的创新理论推送的过程中，要把深奥的道

理通过精炼、生动、形象、活泼的语言风格表现出来，

适应新媒体背景下现代人的阅读习惯，使严肃的理

论问题轻松化，进而拉近与普通群众的距离，更好地

为普通群众所接受。二是话语内容要反映群众心

声。理论是要解决实际问题的，党的创新理论更不

是“高冷”的装饰品，它是要指导实践回应百姓呼声

的。传播主体要把学术性的理论语言转化为群众在

生活中普遍使用的、富有亲切感的、贴近群众实际生

活的表达方式，回应群众的需求和心声。三是讲故

事阐述理论道理。传播主体要善于开动脑筋，把党

的创新理论所蕴涵的道理通过讲故事的形式展示给

受众，使他们在生动的故事场景中领悟到如何贯彻

执行党的大政方针，进而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

大政方针上来。

第四，加强媒体队伍建设，提高党的创新理论传

播的主体素养。一是传播主体的传播理念要与时俱

进。思想观念是办好事情的先导，作为党的创新理

论传播主体，其在传播过程中应该发挥主导作用是

毋庸置疑的。因此，传播主体要接受新媒体，善于运

用新媒体，要摒弃传统媒体条件下靠行政命令就可

以办好传播的落后观念，科学对待新媒体，坚定运用

新媒体做好党的创新理论传播的决心和信心。二是

新媒体传播主体的党性素养和理论水平要提升。传

道者首先要信道，从事党的创新理论传播的工作者

要具备坚定的政治信念，丰富的理论知识，要有对党

的创新理论的热爱之心，要有对党的创新理论的深

刻理解和把握，能以理服人。三是新媒体传播主体

要具有娴熟的新媒体传播技术和能力。传播主体要

能够娴熟驾驭新媒体，具备文字编辑、图片制作、视

频剪辑、选题策划、议题设置、活动组织、新闻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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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情掌控等能力。

第五，增强媒体监控管理，创造党的创新理论传

播的清朗空间。一是运用信息技术构建新媒体信息

传播的监控体系。宣传、网监等部门要善于运用信

息技术监控有害信息的传播，严密监控网络舆情的

走势。技术部门要加大信息监控软件、网络安全检

测防护系统开发的力度，为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贡

献力量。要运用大数据做好信息筛查，梳理并有效

防控影响党的创新理论传播的有害信息。二是建立

和完善网络信息传播的法律监管体系。通过立法和

制度建设堵塞网络空间信息传播的法律漏洞，不给

网络有害信息和不法行为留下任何可乘之机；严格

执法力度，严惩网络违法行为，净化网络传播环境。

三是加强网络空间精神文明建设。通过宣传教育引

导公民文明、理性、绿色、健康上网，提升媒体素养，

加强网络道德建设，塑造网民积极向上的健康心态

和充满正能量的道德情操，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践行者、党的创新理论的宣传员，从而促进清朗网

络空间和良好网络环境的形成。

第六，关注媒体用户关切，完善党的创新理论传

播的反馈机制。一是要建立党的创新理论在新媒体

场域传播前的调研机制。这个环节主要是通过调

研，及时了解和把握群众关心关注的热点问题，把理

论传播和人民群众实际需求紧密结合起来，想群众

所想，急群众所急，找准理论传播的重点难点，梳理

好传播中解决问题的轻重缓急，为实现预期传播目

标做好准备工作。二是建立党的创新理论在新媒体

场域传播中的协调机制。在党的创新理论实际传播

过程中，会产生各种意想不到的矛盾和问题，这就需

要建立完备的即时沟通协调机制，及时加强同相关

各方的交流沟通，积极主动采纳各方意见建议，虚心

接受各方的批评，有针对性地修正传播方案，使党的

创新理论传播沿着预定方向推进。三是建立党的创

新理论在新媒体场域传播后的反馈机制。党的创新

理论通过新媒体传播一段时期后，注意查看传播效

果，这需要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和畅通的反馈机

制。包括传播结果有关数据的收集、分析机制，专家

和新媒体参与者对传播的评价机制，及时总结经验

教训的掌控机制等，既有技术层面的处理，又有领导

层面的规范管理，最终目标是增强党的创新理论在

意识形态领域的引导力、主导权，实现党的创新理论

的有效传播。

作者简介：周耀宏，许昌学院法学院院长、教授、

法学博士。

（摘自《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学

报》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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