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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团结奋斗圆梦中国的强大力量
——写在习近平总书记“2·19”重要讲话发表一周年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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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一开年，新华社微纪录片栏目《国家相
册》推出“新年特别奉献”节目《心中的牵挂》，以习近
平总书记感人至深的话语贯穿，用12分钟时间，恢
宏而细腻地讲述了党与人民群众鱼水情深的血肉关
系。该片浏览量累计超过2亿人次，被网友称为开年
的“暖心之作”。

“为新闻媒体转型创新、深度融合发展树立了标
杆。”新华社接连推出融媒体产品，受到业内高度关注。

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
2014年，中央深改组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推动传

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去年，习近
平总书记又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要推
动融合发展，主动借助新媒体传播优势。

一年来，中央主要新闻单位按照中央要求，以全
新理念完善顶层设计，以技术进步拓宽报道途径，以

内容创新赢得发展优势，绘就了媒体深度融合的新
版图——

随着全媒体新闻大厅的启用，人民日报进一步
完善“中央厨房”运行机制，推动建立“一次采集、多
元加工、多样生成、分众传播、系统支撑”的全媒体生
产流程，加快报社融合发展从“物理捆绑”向“化学反
应”质变。

新华社强化内容创新，推出的《四个全面》《红色
气质》《新华社特约记者太空日记》等一批“现象级”融
媒体报道产品，网络浏览量均数以亿计，美联社等西
方主流媒体纷纷转载或引用；率先启用直播态产品

“现场新闻”，引领了新闻业态重大变革。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成立融媒体新闻指挥中心，

统筹全台融媒体内容生产，初步形成全台“7×24小
时”联合作战的协调机制，实现了传播渠道的全能化

和生产布局的合理化；将无人机设备、客户端视频直
播等引入日常报道，融合应急报道模式日臻完善。

中央电视台创新思维和载体手段，涌现出大数据
服务、VR视频、网络直播、虚拟坐席、实时弹幕等多种
融合互动形式，进一步强化产品意识、用户意识、服务
意识和互动意识，打造“智慧融媒体”宣传矩阵。

“媒体融合发展的趋势特征更加明显，传媒业不
断探索，深入转型，在内容、技术、渠道、管理等多方
面深度融合，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发展的广度拓
宽、速度加快、力度增强。”唐绪军说。

以融合发展为突破口，各新闻媒体着力适应受
众需求、创新方法手段，把握时度效、提升影响力，推
进网上网下不同平台优势叠加互补，一个拥有较强
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主流新闻媒体矩阵正
在时代变革中“破茧而出”。

适应发展新趋势，构筑媒体新版图
—— 一年来各新闻单位尊重新闻传播规律，创新方法手段，积极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

2016年岁末，随着启动键按下，中国国际电视台
（中国环球电视网）正式开播，以6个电视频道、3个
海外分台、1个视频通讯社和新媒体集群的庞大阵
容，致力于打造全新“外宣旗舰”媒体，搭建世界舆论
的“中国平台”。

俄罗斯汉语翻译协会负责人基里尔·巴特金认
为，一个多彩、美丽的中国将更加清晰地展现在全世
界面前。

传播力决定影响力，话语权决定主动权。
中国日报把“国际范儿”和“中国味儿”相结合，从

时度效着力，坚持大手笔运用视觉元素，通过对照片、
文字、图表、漫画、联版创意等视觉元素综合运用，突
出版面视觉冲击力，努力增强传播针对性有效性。

“国际传播能力是一种软实力。”清华大学马克
思主义新闻学与新闻教育改革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王
君超说，一年来，中央和地方媒体下大力气加强国际
传播能力建设，更加有效地展现中国思想，更加响亮

地提出中国主张。
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

国理论。
2016年9月，世界舞台的灯光聚焦杭州，这里也

成了世界观察中国的一个窗口。
“联接中外、沟通世界”——G20杭州峰会期间，

中央各主要媒体积极探索国际传播建设新思路新手
段，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传播中国形象，让
主场国际活动报道成为对外传播的阵地，始终主导
并引领着舆论走向。

面对复杂的国内外舆论环境，新华社主动设置
议题，独家专访普京，策划推进南海仲裁案、“安倍经
济学”破产、福岛核泄漏“后遗症”等报道；经济日报
回击“唱衰中国经济”论调，策划推出“如何看待当前
经济形势”“平稳开局看亮点”等专栏；中国国际广播
电台抢抓专项报道主动权，策划推出“丝路名人中国
行”“两岸新发现”“中国人权纪实”等品牌采访报道

活动……
一年来，中央主要媒体敢于发声、善于发声，充分

阐明我立场主张，在国际舆论斗争中实现话语突围。
2017年新年伊始，中国外交再启新篇。
在世界经济低迷不振、逆全球化暗流涌动的背

景下，国家主席习近平首访瑞士，从阿尔卑斯山小镇
达沃斯到千年古城洛桑再到“国际会议之都”日内
瓦，世界媒体的目光一路追随。

在这场新闻竞争中，中央主要媒体突出访问重
点、精心设置议题，用一篇篇文字、一幅幅照片、一个
个镜头，展现了中国的天下情怀和大国担当。海外
媒体由衷感叹：世界舆论主导权正向中国同行手中
转移。

在舆论环境、媒体态势、传播手段深刻变化的今
天，中国的新闻人铿锵前行，不断构建新格局、涵养
新能力、抢占新阵地，厚植发展优势，彰显生机活力，
向全世界发出更响亮的中国声音。

讲述更动听的中国故事，发出更响亮的中国声音
—— 一年来各新闻单位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不断提升中国话语的国际影响力

大年三十，河南省濮阳市社会福利院13岁残疾
女孩濮民兰那纯真的眼神，让河南商报记者李恒难
以忘怀。

每逢春节，河南商报都会给记者留“作业”——
写一篇返乡手记。今年除夕，李恒将手中的笔定格
在与福利院里97个孩子一起吃年夜饭的幸福瞬间。

“当记者这些年，看遍人情冷暖，最感动我的，永
远在群众中。我要追随他们，一路向前。”李恒说。

在今年全国新闻战线开展的“新春走基层”活动
中，广大新闻工作者坚持百姓情怀、人民本色，把实
践和基层当作最好的课堂，践行着习近平总书记“俯
下身、沉下心，察实情、说实话、动真情”的要求。

媒体竞争关键是人才竞争，媒体优势核心是人才
优势。如何培养造就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作风
优良、党和人民放心的新闻舆论工作队伍？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闻舆论工作者要增强政
治家办报意识，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中找准坐标定
位，牢记社会责任，不断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
是谁”这个根本问题。

新华社记者孙铁翔还清楚记得，去年2月19日，

习近平总书记来新华社考察时，他向总书记汇报了
自己在河北正定塔元庄村“走基层”的情况。总书记
语重心长地说：“基层干部要接地气，记者调研也要
接地气。”

去年7月，顶着炎炎烈日，孙铁翔踏上重访塔元
庄村之路，映入他眼帘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景象：
一个曾负债累累的穷村，如今已发展成为富裕村、文
明村。

在路上，心中才有时代；在基层，心中才有群众；
在现场，心中才有感动。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他们背起行囊，
沿着红军的足迹，感受长征的雄浑与艰辛；抗洪关键
阶段，他们深入一线，顶风冒雨，挖掘抢险救灾中涌
现出的感人故事和先进典型；春运期间，他们把镜头
对准亿万返乡农民工，关注最真实的底层群众……

从业30余年，光明日报记者唐湘岳在同事们眼
中始终是“一头汗两腿泥”“能讲好故事”的记者。去
年年底，他荣获了第十四届长江韬奋奖。

“总书记要求我们，努力推出有思想、有温度、有
品质的作品。回想我采写的很多普通人的故事之所

以能获认可，无不来源于这份嘱托。”唐湘岳说。
群众在哪里，基层就在哪里，新时代的故事就在

哪里。
新华社播发的《羊小平砸缸》《铁骑千里返乡记》

等稿件，涤荡着人民情怀，传递着百姓声音；中央电
视台推出的《谁不说俺家乡好》《为谁辛苦为谁忙》
《厉害了 我的国》等新闻报道，沾着泥土气息，走进
群众心坎；经济日报社春运期间开设的“值班站长日
记”，鲜活生动、温暖人心……牢记总书记的教诲，广
大新闻工作者发出一篇篇“沾泥土”“带露珠”“冒热
气”的新闻佳作。

记者，记录历史者。
党的新闻舆论工作者，曾经见证了烽火连天的

革命岁月，见证了热火朝天的建设年代，见证了波澜
壮阔的改革时期。

今天，身处新的伟大时代，肩负新的崇高使命，
新闻舆论工作者要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以手中如椽之笔忠实记录历史、纵
情讴歌时代，为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的舆
论氛围，为圆梦中国凝聚团结奋斗的强大力量。

为人民抒怀，为时代放歌
—— 一年来，广大新闻工作者紧跟时代步伐，牢记职责使命，增强业务能力，转变作风文风，创造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新闻作品

（上接A0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