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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媒体如何融入互联网时代？科技报如何报网联动？融媒体建设的方
法、路径、举措有哪些？6月27日上午，第二十四届中国科协年会——互联网
时代科技传播论坛在湖南长沙举办。论坛由中国科技新闻学会与湖南省科协
承办，由湖南科技报刊有限责任公司、湖南省科技新闻学会协办。论坛吸引来
自全国的科学家、媒体专家和科技传播专家，中国科协、湖南省科协相关领导，
中央、地方媒体工作者，全国科技报相关人员等100余人到会，线上直播共吸
引65.5万人次浏览。

主旨报告：科技报道要守正创新

探寻互联网时代探寻互联网时代科技传播之路科技传播之路

中国科协党组成员兼国
际合作部（港澳台办公室）部
长（主任）、中国国际科技交流
中心主任罗晖，湖南省科协党
组成员傅爱军出席并致辞。
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
赵凯明，中国科技新闻学会副
理事长兼秘书长许英，中国科
技新闻学会副理事长周建强，
中国科技新闻学会科技报分
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石宝新
等出席论坛。中国科技新闻
学会理事长宋南平主持论坛
开幕式和主旨报告环节。

罗晖在致辞中表示，科技
传播在提高我国公民科学素
质、凝聚社会共识推动科技创
新发展、连接科技产业界和社
会各界协同创新、推动一带一
路和全球命运共同体等国家
战略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新形势下，网络空间已
成为意识形态领域凝聚共识
的主阵地、汇聚正能量的新场
域、打赢舆论斗争的新战场。
围绕科技传播与网络信息安
全的关系，她提出四点建议，
一是要坚定正确政治立场，始
终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坚守意识形态阵地；二是宣传
正能量典型，以互联网等新兴
传播手段为着力点，发现、挖
掘、宣传一批优秀科技工作者
典型；三是实事求是科学决
策，准确把握形势变化，坚持
以事实和数据说话，维护良好

网络科普生态；四是丰富科技
传播内涵，希望广大科技传播
工作者围绕当下科技传播的
新形势与新问题，提出互联网
时代科技传播的新主张与新
思路。

在主旨报告环节，中华全
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原党组书
记翟惠生作了题为《互联网时
代的科技新闻报道》的报告，
他认为，科技报道要守正创
新 。 要 创 新 ，一 定 要 守 好

“正”。“正”有五笔，代表着科技
报道的“根”“脉”“事”“形”

“命”。其中，“根”是为国为民，
“脉”是求真务实，“事”是自尊
自信，“形”是典型宣传、热点引
导、舆论监督，“命”是有生命
力、可持续，经得起历史的检
验。只有写好了这个五笔的

“正”字，科技报道才能在互
联网时代有权威性、有可信
度，能够广泛传播。此外，他
希望科技记者树立问题意
识，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
思考问题、研究问题、回应问
题、解决问题。

中国工程院院士、湖南省
科协副主席、中南林业科技大
学党委副书记吴义强教授作
了题为《竹科技与竹文化传
播》的报告。他从竹与自然、
竹与文化、竹与科技、竹与未
来等维度全方位解读竹子的
基因密码、生物特性、理化性
能、精神家园和应用领域，介

绍了竹子的遗传育种、分子结
构、组织形成、材料构造等方
面的最新科技进展以及面临
的科学难题和技术瓶颈。吴
义强表示，中国是世界上竹材
种类和储量都位居前列的国
家，科学认识竹质资源、高效
利用竹材料对推动绿色经济
发展和建设美丽乡村具有非
常重要的意义，也是科技工作
者和科技传播工作者义不容
辞的责任。

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副主
任吴敬作了题为《公共卫生事
件与互联网传播》的视频报
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危害
性、公共属性事关社会公众的
切身利益，在相关健康传播过
程中应秉持始终把人民健康
放在首位，尊重科学的态度，
努力做到“更科技、更开放、更
实效”，及时回应社会关切。
在传播链条的打造上“更科
技”，推动数字化向数智化转
型，在开放性平台与高质量内
容的打造上“更开放”，在科普
信息发布和传播过程中“更实
效”，更注重“社会服务”，助力
健康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希望广大科技传播工
作者继续关注、关心、关爱公
共卫生事件防范与应对健康
信息传播，给予更多的投入，
不断提升公众健康素养、科学
素养，促进公众更加科学、理
性地应对公共卫生事件。

高端对话：新媒体技术手段为内容赋能

高端对话环节由芒果 TV《趣
科普》栏目制片人罗雅丹主持，人
民日报社经济社会部高级记者蒋
建科，光明日报社原科技部常务副
主任、高级记者金振蓉通过视频形
式作了发言，湖南卫视《新闻大求
真》制片人戴飞，湖南科技报刊有
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蔡建
文，杭州阿优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创
始人马舒建，杨凌农科传媒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长梁孝宏做了互动交
流。大家立足各自专长，结合发展
实际，分享实践经验，研判行业趋
势，探讨发展路径，共同就互联网
时代科技传播机遇与挑战等话题
进行深入交流沟通。

蒋建科认为，在流量为王的互
联网时代，科技传播要做到变量至
上，只要搭上互联网时代的快车，
科技传播大有可为。他认为，科技
记者既要打“游击战”“阵地战”，还
要打“大兵团作战”，集中优势兵力
做大体量深度报道，这才能在互联
网时代发出更强音，吸引更多流
量。科技传播工作者要向科学家
学习，从“跟跑”“并跑”到“领跑”，
通过在科研成果未形成、科研过程
进行阶段的跟进采访，形成的“体
验式”报道可以更好地展现科学家
科研过程，更容易被科学家和公众
所认可。

围绕传统媒体如何融入互联
网时代？金振蓉认为，传统媒体需
要拥抱互联网时代，用新媒体的技
术手段为内容赋能。传统的主流
媒体拥有得天独厚的权威信息源，
以及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专
业化、规范化的制作规程，这是传
统媒体在互联网时代的生存之道，
这也决定了在信息爆炸时代，传统
媒体往往起到了众声喧哗中的“一
锤定音”作用。同时指出，传统媒
体中的人才结构队伍、技术力量还
需要不断进步提高。

戴飞表示，传统广电媒体要结
合平台优势，依托专业摄制团体、
用丰富的资源制作出大体量、成系
列的长视频，而不是去和短视频平
台拼碎片化的热度。《新闻大求真》
栏目主要面向 6-14 岁的青少年，

通过做实验这种最直观的方式讲
解科学知识、诠释科学原理。他认
为，互联网时代的科普产品浩如烟
海，《新闻大求真》的策略是“用牛
刀杀鸡”，比如邀请院士大咖解答
老百姓最常见的一些问题。他希
望栏目能传播一种科学精神，希望
中国的孩子能够有动手能力、有好
奇心，愿意亲近自然、走出课堂，勇
敢地去研发、去创新。

蔡建文表示，随着互联网飞速
发展，媒体格局、舆论生态和传播
技术等发生深刻变化，受众群体也
在发生变化，新一代农民是有文
化、有思想、有经营头脑的青年农
民，他们需要科技知识，但更有选
择，不是报纸刊登什么就信什么。
传统媒体要适应受众的需求，湖南
科技报近几年开始转型发展，用互
联网的手段、互联网的技术、互联
网的渠道来做科普，做科技传播。

“传统广电的传播模型，是漏
斗型的，影响力从大到小逐渐衰
减，而互联网的传播模型是波纹型
的，就像扔一块小石子到水里，波
纹一圈一圈地扩展，从第一圈影响
到第二圈到第三圈，不断放大，我
们现在经常讲的‘出圈’，就是这个
意思。”马舒建对此很有感触。如
何去打造爆品？如何让你的科普
作品出圈？他认为，首先要关注在
重大时间窗口回应社会需求。

梁孝宏表示，伴随着信息社会
不断发展，全媒体时代加速到来，
科技传播格局也在发生改变。农
业科技报社为了更全面地或者是
范围更大地服务基层农民，建设了
一个强农客户端APP，近几年平台
上已聚合农业权威资讯 20 多万
条，全国农民提出的问题 2 万多
条，500 多名农科专家线上 365 天
服务。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组织专家线上直播，解答农业生产
的难题。今年农业科技报社和广
播电视台进行整合，成立了杨凌农
科传播集团，拥有“报、台、网、微、
端、屏”融合发展的一个全新的媒
体传播矩阵，将使科技传播和服务
做得更好。

交流研讨：科技报融媒体建设之路
在下午举办的全国科技报融

媒体建设研讨会上，来自全国各省
市 20 余家科技报（刊）社社长、总
编辑、融媒体机构负责人约 70 余
人，就地方科技报的媒介融合与报
网联动，融媒体建设的方法、路径、
举措等进行交流与研讨，共同探索
科技传媒服务乡村振兴的新思路、
新举措、新办法，助力国家乡村振
兴战略。

全国科技报一直是科学普及
和服务“三农”的重要阵地，新时代
赋予科技报提高全民科学素质，助
力乡村振兴战略、服务科技创新发
展的重要使命。面对由互联网、
大数据等带来的传媒生态深刻
变革，科技报必须紧跟时代，大
胆运用新技术、新机制、新模式，

加快融合发展步伐，在实践中推
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容、
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深
度融合，形成立体多样、融合发展
的现代传播体系。

会上，湖南科技报刊有限责任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蔡建文，山西
科技传媒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罗
光明，武汉科技报社社长陈海涛，
新疆科技报社副社长、副总编辑杨
斌，杨凌农科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党
委委员、副总编辑，农业科技报副
社长贺辉，陕西科技报社融媒体中
心主任黄姗姗，广西科学技术普及
传播中心主任刘慧英等七家单位
代表作了经验分享，为科技报融媒
体建设提供可借鉴、可复制、可推
广的思路和经验。

互联网时代科技传播论坛——高端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