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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何秀娥 校对 孔媚媚【嘉宾访谈】

“要充分发挥网络传播的正能量，就必须
在促进网络媒体规范发展的同时，全力确保
网络信息安全。”谈及如何从源头改善网络舆
论环境，工信部电信管理局副局长李湘宁观
点鲜明。

统计显示，目前全国移动电话用户达到
12亿，网民接近6亿，互联网已跃升为我国经
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性基础设施。李湘宁坦
言，在网络媒体迎来广阔发展机遇的同时，也
带来了一些负面问题，比如，网络淫秽色情和

不良信息影响青少年健康成长；虚假信息及
网络谣言污染网络环境、侵害他人的合法权
益；窃取、贩卖网络信息严重侵犯了用户的合
法权益等，这些问题对确保网络信息安全带
来了新的挑战。

针对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李湘宁说：
“要保障网络信息安全，建设安全可信的网
络环境，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一方面，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政府部门今后要主动适
应行业发展的新趋势，切实发挥主导作用，
积极地建立健全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个人

信息保护等方面的法
律法规和制度，加大对
各类垃圾信息、垃圾短信、网络病
毒、恶意程序、网络谣言的治理和打击力
度，努力净化网络环境，保障网民的个人安
全。另一方面，为保障网络信息安全读取，
各互联网企业要履行法律法规所规定的义
务，加大技术、人员、资金等方面的投入，强
化安全制度，保障建设能力，积极应对和有
效处置各类网络安全威胁，切实维护用户
的合法权益，保障网络和信息安全。”

“网络视听节目已经是如今互联网上最
精彩的内容之一，面对当下不断变化的传播
业态，我们必须推进理念创新、手段创新和机
制创新，加快传统媒体与新生媒体融合发展，
才能够共同创造和谐、有序的网络视听舆论

环境。”谈及网络媒体发展现状，国家新闻出
版广电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罗建辉
直抒胸臆。

“在新的形势下网络宣传工作比任何时
候都需要创新！”罗建辉说，目前媒体发展环

境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宽带网络无处不在，智
能终端快速普及。在我国，视听新媒体已经
成为主流媒体的新阵地、文化产业的新平台，
面对新媒体快速发展的态势，传统媒体必须
认识到要走与新媒体融合发展道路。可以说
加快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既是主
流媒体在新形势下实现可持续的必由之路，
也是壮大网上舆论阵地的迫切需要。

罗建辉认为，在探索双方加速融合的同
时，应积极探索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发展
的新举措、新办法，将一切有利于发展的新媒

体表现形式、新技术应用等为我所用。一方
面，内容是传统媒体的最大优势，在新形势
下，应该围绕用户的体验对节目形式进行创
新，打造个性化、多样化的视听产品，并深耕
细作传统节目资源，应挖掘自身特色，避免同
质化竞争。另一方面，优质内容必须和有效
传播相结合，创新传播方式。此外，加快传统
媒体与信息媒体融合发展，离不开市场机制
的推动，也离不开各个环节的协同配合，要建
立健全相应的机制和平台，促进优势互补，实
现共赢发展。

“当前，全国各行业、各领域都在为实现
伟大的‘中国梦’而努力，网络媒体作为重要
载体，在传播正能量的同时，应该发挥速度
快、多媒体、可移动、能互动的作用，及时准确
地向世界说明一个真实的中国。”身为新型网

络媒体中的一员，中国外文局副局长、中国网
总裁黄友义有着深切的感受。

“长期以来，网络媒体在坚持正确舆论导
向、传播党和政府声音、通达社情民意以及促
进社会进步、对外介绍中国等多个方面发挥

着积极且日益重要的独特作用。”黄友义说，
“随着互联网飞速发展，网络环境也复杂多
变，在这种状态下该如何唱响主旋律、传播正
能量，是时代赋予网络媒体的历史重任，更是
我们网络媒体从业人员需要深入思考的一个
重大课题。同时，不断提高网络媒体在不同
文化、不同制度下国民交流、交锋的能力和水
平，也是全国网络媒体面临的现实问题。”

结合自身从业感受，黄友义认为，当前，
国际社会在关注中国经济辉煌成就的同时，
越来越多地关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发

展理论、道路和制度，国际社会对中国特色、
中国梦、中国理论制度和道路以及社会主义
价值体系等一系列反映我党执政理念的关键
词汇以及深刻内涵仍然缺乏了解，网络媒体
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深刻理解、认真诠释
好这些理念和概念，向世界阐明中国梦同世
界各国的关系，努力建立我国的国际话语体
系，以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全面了解和理
解。网络媒体要以国际眼光、国际表达讲好
中国故事，不断增强对外传播的针对性和有
效性。

“如何善待、善用、善管网络媒体成为现
代网络管理重要的课题。”北京市政府新闻发
言人、北京市政府新闻办主任王惠开门见山
地说。王惠说，互联网丰富了信息内容，方便

了生活，缩短了人们之间的距离，最重要的是
改变了传统的传播方式，让人们进入了大众
麦克风时代。网络又是把双刃剑，为人们提
供了海量方便、快速的信息，增加了人们之间

的互动，但其不可避免的弊端也必须引起我
们的思考。

微博作为一种自媒体，成为一种新的网
络舆论场，对政府来说，这是一种机会。政务
微博为政府舆论引导和发布新闻提供了新的
方法，为政府实现管理创新提供了有力的平
台。

“多平台，集体发声，形成矩阵效应，这就
是‘北京模式’，直至目前，政府共发布 35万
条信息，处理上万条……”王惠如数家珍。政

务微博传递政府声音，进行微辟谣、微直播、
微政务，传递微感动，进行微回应、微引导，发
出政府主流声音，正在逐渐凸显出其不可替
代的作用。

“学会微博执政，与民沟通，消除隔阂，借
其之口，发我之声，网聚正能量，让政务微博
大有作为。”对于政务微博的运用，王惠建议，
要管用并举，规范管理，有法可依，在体制内
培养、扶持意见领袖，真正把微博建立成为官
方思想、工作宣传的新阵地。

改善网络舆论环境 确保网络信息安全
——访工信部电信管理局副局长李湘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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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传统媒体与新生媒体融合发展
——访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罗建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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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媒体应客观真实讲好“中国故事”
——访中国外文局副局长、中国网总裁黄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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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政务微博大有作为
——访北京市政府新闻办主任王惠

中原报业传媒集团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 刘伟平

面对时代发展，网络媒体如何更好地汇
聚权威声音、传播正面能量？在昨日的论坛
上，一向被誉为网络媒体“国家队”代表的新
华网总裁田舒斌表示：“身为新生代媒体，网
络媒体在面临新科技革命浪潮的不断冲击
下，同样需要不断变革、及时转型。”

说起网络媒体面临的前景，田舒斌没有
直接作答，他首先给大家分享了两个互联网
案例：一是今年一季度，除中国大陆地区外，
MSN在全球其他地区停用；另一个是今年 7

月，谷歌关闭了 RSS 新闻聚合产品 Google
Reader。田舒斌说：“以上两个产品，都曾经
具有全球影响力，如今却成为历史，不能不
引发我们的思考——未来的新闻信息产品
的方向在哪里？很显然，在市场细分化程度
不断提高、网民信息需求愈发多元的激烈竞
争态势下，仅仅提供单一、单调的信息产品，
仅仅提供单一、单薄的服务，已经远远不能
满足市场和受众需要，更难说提升网络媒体
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田舒斌认为，今天的互联网已经不是十
几年前的互联网。社会化媒体、移动终端技
术等深刻地影响着网络传媒业。过去的十
多年，网络传播是以传统的网站传播为主
导，而如今正在向基于社会关系的传播转
变。新闻网站如果仅仅定位于简单的内容
平台，在传统互联网窠臼中转圈，难有更具
竞争力的传播空间。网络传播业的竞争，瞬
息万变、百舸争流。在当下，网络媒体需要
产品形态的变革、产品理念的变革、传播模
式的变革，唯有变革，才能在未来的竞争中
拥有自己的独特位置。可以肯定的是，在当
前既空前繁荣又空前纷杂的网络生态环境
下，谁能够提供高附加值的信息内容，谁能
将内容产品化、个性化工作提升到符合网
民需要的黏合度，谁就能在多元
化的信息时代中占据制高点。

网媒更需站在变革创新最前沿
——访新华网总裁田舒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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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党和政府联系新闻界的纽带和桥
梁，中国记协始终关注着传播领域的新发展
和新需求。新形势下，传播创新、管理创新、
引导创新以及服务创新是中国记协下一步
工作推进的四大重点。”谈及如何推动网络
媒体未来发展，中国记协书记处书记王冬梅
开门见山。

王冬梅说，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来
临，传统的传播方式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过去一对多的单向静态方式正在被多对多
的立体互动方式所取代。同时，由于我国社

会经济发展正处于转型期，利益主体多元，
社会诉求多样，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空前复
杂，宣传思想工作进入前所未有的关键时
期，如何引导舆论热点、传递正能量、消除杂
音是宣传思想战线亟须破解的新课题。

针对新课题，王冬梅表示，引导网络媒
体发展应突出四大创新。第一，新闻工作人
应该用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服务人民，进一
步加快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融合，不断创新
传播方式。第二，网络需要规矩，文明需要
秩序，发展健康互联网急需创新管理，网上

舆论正能量是总要求，要
从源头上保证网络信息
的真实性。第三，引导创
新。如今媒体新闻报道
往往是集合文字、视频、
微博等多种方式进行，包括
新闻评奖在内的业务指导性
的工作改革势在必行。第四，中
国记协的服务内容也要不断创新，要积
极关注网络媒体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新情况
和新问题，回应网络媒体的新呼声和新需
求，在网络新闻工作者的维权、自律以及信
息版权保护等方面创新服务，为网络媒体繁
荣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引领网络媒体发展 重点关注四大创新
——访中国记协书记处书记王冬梅

中原报业传媒集团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 王红

进入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曾被视为坚
冰的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取得了突破性进
展——以人民网 2012 年的成功挂牌上市为
契机，众多长期处于传统体制之下的主流媒

体纷纷计划踏足资本市场。一年半的上市，
带给人民网不仅是更有名了，还更有钱了，股
票市值超过270亿元，进入资本市场后，人民
网的影响力也更大了。

廖玒说，目前虽然有很多声音，包括“渠
道为王”等等，但是内容为王并不过时。在众
声喧哗中，在碎片阅读中，公众还是需要了解
新闻的分析、解读。目前这也是人民网的优
势所在。

最近，中央领导同志也指出，经济建设是
中心，意识形态工作极端重要，互联网是宣传
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虽然我们感到压力巨
大，责任巨大，但同时感到发展的机会也巨
大。”廖玒分析说，人民网在产业链中处于核
心环节，现有平台还有较大潜力，在上游对内

容采编有很大的优势，包括时政新闻、重大财
经新闻可以做首发。

下一步的发展中，人民网将进一步增加
大内涵加外联式发展。将意识形态领
导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推
动中央重点新闻网站转体改制，
借助企业化资本化的力量，
把主流新闻网站做大做强，
就是夯实党和政府新
闻宣传的百年之基。”
廖玒说。

内容为王并不过时
——访人民网总裁、总编辑廖玒
中原报业传媒集团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 孙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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