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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日报社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纪事

有些事物的出现注定意义非凡。
2013 年“六一”节，一个名叫“福建日

报微博”的新生命呱呱坠地。从此，它的
母体——自带红色基因的《福建日报》从
纸端出发，山一程、水一程，踏上了向互
联网星空进发的新征途。

在媒体进阶的年轮里，2013 年是个
特别年份。这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
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作
出“加快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
的重要指示。

这步先手棋，引领主流媒体融合发
展风起云涌。十年间，舆论生态发生深刻
变化，媒体格局经历深度调整，传播方式
出现重大变革，新闻舆论工作面临全新
挑战，推动媒体融合发展成为重塑媒体
生态、加强舆论阵地建设的战略选择。

这是政治责任 ，也是时代命题 。十
年来，福建日报社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一系
列重要论述，守正创新，接续奋斗，砥砺
前行，蝶变新生，书写了一部厚重的“融
合纪事”。

足 迹

2014 年，福建日报社成立数字媒体
领导小组。2015 年 12 月，启动融媒体中央
厨房建设项目。

2016 年 8 月 8 日，新福建客户端迭代
今日福建客户端焕新上线，作为福建省
委打造“一报一台一网（端）”重要舆论阵
地布局的组成部分，新福建承载着“《福
建日报》移动端”的使命。

2017 年 7 月，试行数字编辑部工作模
式，实现报网端微采编发一体化运作。
2018 年 12 月，组建全新的新福建编辑部，

与要闻编辑部形成《福建日报》“两翼”，
分别负责移动端和纸端的内容生产，形
成“一支队伍两个平台”的格局。

2019 年 6 月，成立媒体融合领导小
组，此后多次进行调整充实，加快媒体融
合“谋篇布局”。

2019 年 6 月，启动融媒体平台建设，
筹划报社最大的信息化建设项目。项目于
2020 年、2022 年分期建成，解决了传统媒
体与新媒体两个系统不兼容的问题；今年
10月，获“王选新闻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2021 年初，调整采编机构职责定位，
形成“一个总编室、两个编辑部、若干个
全媒体新闻部”的组织架构；2021 年 8 月
至 2022 年 12 月，先后推动各全媒体新闻
部参与新福建客户端的内容管理。2021
年 7 月，实施全新的绩效考核和好稿评选
办法，初步实现传统媒体、新媒体一体化
考核。

2022 年 5 月，启动融媒体指挥中心运
行；6 月，修订《网络媒体管理办法》；11
月，出台《媒体深度融合发展实施方案》。

2023 年 5 月，建成整个报社共享的融
媒体生产基地；7 月，启动新福建运营平
台（创新中心）建设。

把 一 个 个 孤 立 的 时 间 节 点 连 接 成
线，就勾勒出福建日报社媒体融合十年
走过的足迹。

成 长

闽山闽水物华新。2014 年 10 月来闽
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了“机制
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发
展蓝图。

新时代新福建建设，从此成为《福建
日报》宣传报道的主旋律和最强音。福建
省委机关报的新闻客户端，自然也必然
用新福建命名。从 2016 年 8 月算起，新福
建 客 户 端 经 历 了 数 十 次 的 华 美 蜕 变 ：
2023 年 2 月，上线新福建客户端青春版，

打造全新的年轻态新闻+服务平台；8 月，
迭代升级为具有视频瀑布流模式的 7.0
版。截至今年 10 月，累计下载量近 3200
万次，成为省内最大的新闻客户端。每有
大事发生，必看新福建，成为不少福建人
的阅读习惯。

改革没有定式，融合需要探索。对标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形成资源集约、结
构合理、差异发展、协同高效的全媒体传
播体系”要求，福建日报社采取的是以

《福建日报》为龙头，以“一报”《福建日
报》、“一端”新福建客户端、“一网”东南
网为核心主干的模式，一体化带动全媒
体传播体系建设。

截至今年 10 月，福建日报社共建成
由报刊网端微等 328 个各类传播平台组
成的全媒体传播体系，旗下拥有 10 家报
纸、6 家期刊、7 家网站、2 个客户端，以及
303 个第三方平台；综合覆盖用户总数近
亿人次，是 2020年底的 3倍。

其中，有 24 个平台的粉丝数（下载
量）超过百万级别；除新福建客户端外，
粉丝数超过千万级别的平台还有台海网
抖音号粉丝数近 1820 万、海峡都市报微
博粉丝数近 1040 万；在此基础上，形成了
以民生、教育、医疗等特色垂直号为补充
的福建日报社传播矩阵第一梯队。

在融合创新的实践探索中，一批具
体生动的典型案例应运而生。海峡都市
报社的“智慧海都产业数字化平台”、海
峡导报社的“海峡国际传播中心矩阵”
分别入选中国报业深度融合发展创新
案例。

担 当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
指出，要“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
想舆论”“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

让正能量澎湃大流量、让主流成为
顶流，这是全媒体时代赋予新型主流媒
体“内容担当”“流量担当”的新使命。

我们求新求深 ，锻造融媒精品 。实
施《福建日报》和新福建客户端新一轮

改版，加持时政报道优势，深耕深度报
道领域。福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孕育地和实践地，
报 社 充 分 发 挥 优 势 ，深 入 挖 掘 习 近 平
总 书记在闽工作期间 留 下 的 理 论 富 矿
和 新 闻 富 矿 ，推 出“习 近平在福建的探
索与实践”系列长篇通讯，被广泛传播，
影响深远；围绕总书记来闽考察连续推
出长篇通讯、融合报道，在移动端产生
了多篇 10 万+作品；结合总书记春节前
夕视频连线报道，报网端微同步联动，
精 心 策 划 6 篇 温 情 故 事 ，其 中《“ 不 见
外”的老潘：这是 30 多年来最喜庆的春
节》全 网 传 播 量 超 亿 次 ；围 绕 建 党 百
年、党的二十大等重大主题报道，向央
媒推送超百篇融媒体产品，报道总量、
原创比重、触达规模不断超越历史。聚
焦 聚 力 发 展 大 局 ，讲 述 新 福 建 建 设 好
故 事 ，重 磅 推 出 7 篇“ 敏 言 ”系 列 文 章
等，组织党报记者“八闽行”“八闽调研
行 ”等 系 列 报 道 。组 织“ 追 寻 福 建 文 明
之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闽人力
量”“丝路十年——‘一带一路’上的福
建故事”等系列深度报道，为移动端持
续供给优质原创内容。

我们出新出彩 ，打造融媒品牌 。探
索时代化表达和融媒化呈现，注重大题
材、小切口，在移动端持续推出融媒品
牌“屏山君”，与《福建日报》的时政品牌

“屏山观察”形成强势互动；善用视频、
动图、表情包等可视化语言和网言网语
等年轻态元素，丰富语料库，改造话语
体系，接连推出“观澜·福见”“闽视评”
等新栏目。

我们出圈出海，输出福建故事。充分
发挥东南网海外站点、海峡导报新媒体
矩阵、《闽声》杂志等对台对外集团军传
播平台优势，传扬福建文化、讲述福建故
事，研习对外传播新玩法，提升对外宣传
交互体验。“一周看台”“话说闽台缘”等
原创视频栏目深受喜爱；“海丝茶文化论
坛”被评为福建省十大网络文化品牌。

我们全媒全息，发力融合传播。依托
融媒体指挥中心，对传统媒体和新媒体
进行统筹调度，逐步完善报网端微全平

台联合部署、联合策划、联合采访、联合
推送的一体化运作机制，融合传播实现
常态化。坚持在重大主题报道中，尽锐出
击，全息演练，多形式叙事、差异化展现、
全平台推送，频频拿出海报、音视频、H5、
SVG、VR、动漫、数字人等创新产品，祭
出具有互联网特质的融合报道。《护送

“钻石公主”号上的同胞回家》等一批作
品获得中国新闻奖和福建新闻奖。

致 远

媒体融合永远在路上，变革不止的是
媒介和技能，恒久不变的是初心与激情。

十年探索，厚植根本——
从一纸风行到全媒作战 ，从“一支

笔”的单打独斗向“四全”媒体转型升级，
媒体融合释放出奇妙的“化学反应”。一
批批手握“笔杆”的纸媒记者变身提笔能
写 、举 机 能 拍 、对 镜 能 讲 的“ 六 边 形 战
士”，主力军正全面挺进主战场。

落子衔枚，笃行致远——
10 月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会议，首次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做好
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担负
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
科学行动指南。

顺应全媒体时代媒体融合的新要求，
按照以“党媒”定位、在“全媒”发力、向“泛
媒”进发的思路，加快建设新型主流媒体。
全力打造新福建客户端头部平台、聚力建
设“海峡国际传播中心”、做大做强“敏言”

“屏山君”等融媒体品牌、谋划建设福建日
报社融媒体资源库项目、深入探索“新
闻+政务服务商务”……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文化思想，福建日报社正加快媒体
深度融合发展的谋篇布局，一批项目、规
划正落子衔枚，渐行渐疾。

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塑造主流
舆论新格局，着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
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新时代，新
征程；新气象，新作为。站在新的重要历史
节点上，闽报人赓续荣光再出发。

□闽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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