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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分析主流媒体如何充分运用媒介与技术的融合实现传

播力影响力提升，采用个案分析的方法，以南昌广播电视台在 2022

世界 VR 产业大会报道中构建的“1+N”全链路报道体系、全产品生产

体系、全平台传播体系、全要素技术体系进行分析。研究认为，在舆

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深刻变化的新时代大背景下，必须创新

运用新理念、构建平台新矩阵、利用技术新赋能、实现融合新传播，

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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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智能传播时代，利用科技手段提升产出效率、创新呈现形式、

丰富感官体验，成为传播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凝聚社会共识、塑造情

感体验的重要抓手[1]。2022 年 11 月，全球 VR 领域规模最大、规格

最高、影响最广的年度盛会——2022 世界 VR 产业大会在江西南昌成

功举办。来自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0多名嘉宾线上线下参会，

近 10 万人次参观展览，超 1 亿人次观看大会直播转播。人民日报、

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 50 多家主流媒体，今日头条、澎湃、

抖音等 60多个平台纷纷聚焦大会，盛况空前。



作为一场全球性的科技盛会，2022 世界 VR 产业大会构建了一个

完整的媒介仪式空间。活动举办期间，作为大会宣传服务总包的南昌

广播电视台突出思想性、系统性、时代性、创新性，营造现场感、鲜

活感、沉浸感、交互感，汇集行业权威声音、深刻洞察用户需求、提

供专业精准服务，通过全链路报道体系、全产品生产体系、全媒体传

播体系、全要素技术体系“四位一体”布局，有力有效地提升了大会

报道的影响力、引导力、传播力、穿透力。

1 主阵地：构建“1+N”全链路报道体系

全媒体时代，对于各级媒体纷纷聚焦的重大活动、重要事件，已

经没有哪一家媒体能够独自掌握绝对的话语权与发言权。作为具有地

域优势和经验优势的南昌广播电视台，必须充分发挥主流媒体的价值

引领力、内容生产力和专业技术力，成为大会报道的重要阐释者、参

与者、传播者。

1.1 理念创新：新定位新思路新表达

大型展会往往会集中宣传党和国家的政策主张，传达政府部门的

重要举措，在发展战略上，具有较强的政治属性和较高的政治地位[2]。

5 年来，世界 VR产业大会连续性高规格举办，VR产业飞速发展，这

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生动实践。

作为国际性活动的2022世界VR产业大会，设置线下南昌主会场、

线上元宇宙主会场，同时还在奥地利设立海外分会场，其本身具有承

载国家形象的价值属性，透过 VR大会之窗，向世界展现现代、富强、



开放、充满希望的国家形象。同时兼具“媒介仪式”的概念性特征，

即通过媒介与技术的相互融合，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同频共振，以多渠

道、全流程、全球性直播呈现一场具有媒介时空压缩效应的大型活动

仪式[3]。因此，聚焦大会新闻宣传，必须构建起融合时间、空间、

媒介、技术元素的多重属性，同时加强人文与情感的认同，增强受众

的集体记忆。围绕大会“1”个主题，聚焦内容生产、平台拓展、技

术赋能等“N”个环节，南昌广播电视台构建起“1+N”的垂直生产及

传播体系，通过融媒直播、系列报道、平台联动、全媒表达等形式，

实现全过程、全场景、全链路、全方位融合传播。

1.2“四全”联动：打造全媒传播体系

全媒体不断发展，出现了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

媒体，信息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4]。人工智能、大数据、

云计算等新技术的发展和运用，使得主流媒体内容与技术的融合不断

加强。在 2022 世界 VR 产业大会举办期间，南昌广播电视台充分遵循

信息传播体系的内在逻辑和规律，紧盯全流程、构建新矩阵、拥抱新

变化、实现新表达。

1）全程报道。从 2022 年 8 月 22 日开始，南昌广播电视台开始

在全媒体平台统一开设“VR让世界更精彩——VR点亮元宇宙”专栏，

通过制作片花、动态图文和短视频倒计时等形式，进行会前预热宣传。

在大会举办期间，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全面聚焦大会开幕仪式、主

题论坛、市民体验、科普宣传、合作成果等内容，通过图文、视频、

H5、直播、MV、沉浸体验等融合报道，实现全景呈现、全民互动、全



网传播。

2）全员参与。成立工作专班，报道团队深入践行“四力”要求，

采写了上千条生动鲜活接地气的报道。后方团队高效运转，在直播平

台保障、内容生产制作等方面，原创了大量图文、短视频等优质内容。

充分发挥出镜记者和主持人的个人特色，打造第一视角、沉浸式体验

的融媒体产品，相关内容迅速“出圈”。由技术人员组成的专业团队，

实现了从采编播摄录演等全流程的技术保障，为新闻宣传和大会举办

保驾护航。

3）全息呈现。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全要素呈现、全维度体

验、全形态呈现的新闻信息，带给用户全息多维的感官体验。在 2022

世界 VR 产业大会上，元宇宙会场、AR实景导航、虚拟主持人、特效

开幕演讲、特效空间视频演艺、直播与 VR直播等创新应用场景成为

大会亮点。南昌广播电视台充分整合新技术运用，通过音视频、3D

建模、VR/AR 短视频、“5G+4K”超高清等新技术手段，实现大会报道

可感可知。

4）全媒联动。在大会举办期间，南昌广播电视台统筹大屏小屏、

前方后方、网上网下、内宣外宣，凝聚全台各频率、频道资源，从广

播端、电视端、新媒体端集体发力，打造 VR 大会宣传融媒体矩阵化

旗舰品牌。向上积极对接央媒等国内头部平台，横向借助全国城市台

力量，向下积极拓展县级融媒体中心，实现全国性联动、省市县互通、

全平台覆盖。

1.3 技术赋能：构建信息传播新场景



媒介与技术融合的不断拓展，使信息传播变得更加多元化和深层

次化，图文、音视频、VR/AR、人工智能等发展使得媒体传播更加集

束化、完善化。互联网新技术新手段广泛应用于各级媒体的原创新闻

之中，VR 新闻、H5 新闻、数据新闻等新业态的出现，让信息内容插

上了互联网的翅膀，触达更为有效，影响更加深远。从微电影市场声

名鹊起的 VR 技术，如今越来越多地应用在短视频领域。“VR+”成为

继“互联网+”后又一个被全球热捧的金字标签[5]。

在 2022 世界 VR 产业大会举办期间，南昌广播电视台充分运用

“5G+4K”、VR/AR、物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手段，不断推动内容生

产升级、智慧平台升级、应用领域创新。通过聚合 3D建模、4K 高清

摄像机、高保真录音、12讯道转播车、360 度全景深演播大厅等设施

装备，研发创作全息化、沉浸式、交互式、融入性创新产品。策划推

出“VR+”主题系列报道，从“VR+课堂”“VR+文旅”“VR+游戏”“VR+

社交”“VR+购物”等领域，为受众呈现全新的 VR技术应用和数字化

场景。

2 强资源：打造“1+N”内容生产体系

随着媒介技术的更新迭代，受众在传播环节的地位不断提升[6]，

必须精准定位受众需求，持续创新话语表达，不断深耕精品力作，最

大限度地利用独特资源优势，打破媒介之间的壁垒鸿沟，创造性进行

信息内容的采集与转化，促使大会报道创新出彩。聚焦舆论宣传主阵

地，南昌广播电视台首次研发搭建“1”个服务平台——2022 世界 VR



产业大会媒体服务平台，围绕新闻动态、大会直播、科普宣传、嘉宾

专访等“N”个子栏目，形成“1+N”内容生产体系，借助全媒体传播

和智慧应用服务平台实现内容拓展延伸。

2.1 明晰定位，做融媒报道的引领者

做好“家门口”的 VR 大会宣传报道，是南昌广播电视台作为省

会城市主流媒体应尽的职责，具有中心化的地域特征，因而必须创造

占据绝对支配地位的话语体系。大会举办期间，2022 世界 VR 产业大

会媒体服务平台开设融媒报道集锦、大会直播视频、背景资料库、大

会日程等子栏目，同时开启搜索功能，面向广大媒体提供精准化专业

化的信息服务。媒体服务平台同步南昌广播电视台原创稿件（素材）

466 条，344 名来自中央、省、市媒体以及头部平台的 50家媒体记者

登录，平台访问总量达到 4800 余人次。陆续推出 6 个原创宣传片，

在各级各类新媒体平台播发，同时在南昌市 4 条线路地铁电视、4000

块公交移动数字屏、八一广场大屏以及全市 9处办公大楼的电梯智能

屏投放，日均播放 517 次。

2.2 明确内容，打造破圈层融媒产品

具有时代性、前瞻性、技术性的 2022 世界 VR 产业大会，创新性

是其最鲜明而显著的特征。因此在大会报道中，必须充分运用“互联

网+”的开放性特点和新媒体的多样表达形式，融合“思想+艺术+技

术”理念，利用全新技术手段，通过打造立体生动、内涵丰富、技术

赋能的内容体系，实现短视频、5G 报道、VR 报道、VR/AR 产品等优

质视听产品的“精准传播”“破圈传播”。其中，原创策划 VR/AR 主题



短视频《VR 之眼看南昌未来》成为“网红”产品，观看人数超过 1

亿人次。

坚持移动优先、内容为王、创新为要，开幕式当天，南昌广播电

视台采制了《2022 世界 VR 产业大会开幕》《正式揭牌！南昌组建国

家虚拟现实创新中心》等 30余条现场短视频。主持的微博话题“2022

世界 VR 产业大会开幕”阅读量达到 1290 万人次，登上新浪微博全国

要闻热搜榜第 6 位。大会举办期间，通过聚焦大会盛况、访谈重磅嘉

宾、对话龙头企业、直播 VR应用体验等内容，移动端首发稿件 76条，

第一时间为全球云展盛会。南昌广播电视台官方抖音号话题“我是

VR课代表”4天专辑阅读量 389.3 万人次，话题阅读量 442.4 万人次。

2.3 激活广度，共筑网上网下同心圆

传统主流媒体发挥着主流舆论的阵地作用，互联网作为新兴媒介

传播形式有着更独特优势。南昌广播电视台充分整合传统媒体与网络

媒体资源，坚持三端协同、全网发力、网上网下一体推进。台属三大

广播频率利用独特的声音优势展现直击心灵的大会现场，四个专业频

道一体推进，利用专题专栏集中呈现大会全程。高效统筹“两微一端

两网两抖”以及学习强国平台、自有分发平台、视频号矩阵等渠道，

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呈现大会盛况、展示活动成果，为大会成功举办

营造了浓厚舆论氛围。其中，掌上南昌 App 在首页首屏开设“VR 让

世界更精彩——VR 点亮元宇宙”专题，发布相关稿件 800 余条，阅

读量超过 1000 万人次；官方微博主持话题“我是 VR课代表”阅读量

达 2.2 亿人次。



3 重合作：打造“1+N”平台传播体系

媒体深度融合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使融媒体迈向智媒体，信息

传播也打破了地域、时空、介质的限制。特别是对重大主题报道而言，

必须通过建强全媒体传播矩阵，网上网下一体、内宣外宣联动，实现

从区域性地域之间的合作到跨媒体、跨平台、跨行业的联动传播。在

2022 世界 VR 产业大会期间，南昌广播电视台立足大会主题，精心策

划内容生产，全面加强融媒联动，实现了从中央、省、市、县“四级

联动”与城市台之间的横纵交互、聚合传播。

3.1 外宣持续发力，全力唱响 VR 好声音

从 2022 年 8 月起，南昌广播电视台通过每日外宣高效推送，中

央广播电视总台采用 VR大会外宣稿件 18条。大会期间，在央视《新

闻联播》、央广《全国新闻联播》《新闻和报纸摘要》等重要新闻栏目

上稿 13 条，平均每天 6.5 条。其中，11 月 13 日在总台广播电视上

稿 11 条；开幕式当天，《2022 世界 VR 产业大会开幕》《总台与江西

省人民政府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2条稿件登上央视《新闻联播》。

在江西广播电视台上稿 85条，其中《江西新闻联播》9 条、《全省新

闻联播》9条、新闻综合频道《整点新闻》57条。

3.2 全面加强合作，四级媒体聚力发声

大会举办期间，南昌广播电视台组织 17 家央媒、头部平台和 3

家省级媒体发稿 450 余条。其中大会 2天时间组织刊播大会相关稿件

150 余条。开幕式上，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三



大央媒”平台，江西日报、南昌日报、今日头条、澎湃新闻、凤凰网、

新浪微博等各级各类 56家媒体 67 个平台（账号）开启联合直播。作

为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理事台，南昌广播电视台还邀请了广

州、武汉、长沙、贵阳、海口、扬州、枣庄、菏泽等全国 35家兄弟

台首次参与 2022 世界 VR 产业大会开幕式联合直播，直播转播观看总

人数超过 1亿人次，其中大会开幕式直播全网总播放量超过 1800 万，

抖音平台相关视频播放量超过 8000 万。

3.3 联动县融，打通宣传“最后一公里”

在大会举办期间，南昌广播电视台全媒体传播中心与南昌市融媒

体中心专班“两个中心”合二为一、协同作战，通过日常建立的高效

协同、信息共享工作机制，一方面整合县区新闻资源，形成“聚合”，

一方面为各县区“赋能”，实现网络传播效益的最大化。聚焦大会主

题宣传，市、县融媒体中心高频对接，南昌市 12个县级融媒体中心

“火力全开”，共刊播 VR 相关稿件 1080 余条，通过市县联动、资源

共享、全屏呈现，进一步拓展了基层传播阵地，打通了舆论宣传的“最

后一公里”。

4 新技术：打造“1+N”要素创新体系

全媒体时代，谁掌握了科技发展主动权，谁就掌握了媒体变革发

展权，谁就能够在未来媒体格局中引领潮流[7]。在 2022 世界 VR 产

业大会举办期间，南昌广播电视台充分运用新技术赋能内容生产，从

音频、图文、短视频、动画、直播、云展厅等“N”类新媒介要素，



持续加强产品创新和业态再造能力，实现“网、端、微、屏”协同传

播，为有效提升传播力、影响力筑牢技术支撑。

4.1 沉浸体验：让 VR 大会可感可知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沉浸式体验”在新媒体领域得到了更加

广泛的应用，特别是与移动传播设备相结合，使得新闻产品在呈现和

体验方式上更具创新性[8]。大会举办期间，南昌广播电视台首次采

用虚拟演播室，运用以 AR/VR/MR/XR 等为代表的虚拟技术，将 18个

VR 应用场景与主持人活动图像进行数字化实时合成，打造沉浸式虚

拟演播效果，为观众带来更具视觉冲击力的“VR+”应用场景科普。

“VR 大篷车进社区”活动走进全市 10 余个社区，引导市民进行 VR

沉浸式观影、AI数字虚拟人对话、VR 科普知识宣讲等互动设施参观

体验，参与人数超过 5 万人次。全面创新表达，为受众多维呈现元宇

宙现场、裸眼 VR技术、眼动追踪技术、数字孪生、虚拟主持人、AI

灯光秀、XR 运动座舱、全息通信等新应用新场景；带领受众直观体

验元宇宙博览会、国际通信电子产业大会、VR 反诈体验馆、VR 数字

农业示范基地等沉浸式空间，让 VR大会变得可见、可感、可参与。

4.2 创新研发，打造 VR/AR 融媒产品

数字技术在媒体场景中的广泛运用，使信息传播进入了全新的数

字信息化时代，也为新闻传播带来了积极影响。围绕 VR 这个核心元

素，南昌广播电视台运用 CG动画、3D 建模、动态跟踪技术等推出 VR

大会系列主题宣传片。其中，“VR之眼看南昌未来”主题 VR/AR 视频，

以主题立意和视觉呈现创意为突破口，将 VR 大会主题视觉化，不仅



有壮美山河和辉煌成就，更有城市文化与发展成果的共同记忆与展望，

增强了网友的沉浸感和体验感，带领观众共同体验一场科技革命带来

的新中国图景。视频于11月11日在南昌广播电视台融媒体平台推出，

一经发布便迅速出圈，央广网、大江网、南昌新闻、凤凰网、澎湃新

闻、爱奇艺、腾讯网、搜狐网、新浪网等新媒体平台纷纷转发，总观

看人数超过 1 亿人次。

4.3 专业服务，提供安全技术保障

大会举办期间，南昌广播电视台调配音视频、摄像等 52 名骨干

技术人员、3 辆高清转播车、30台高清摄像机，采用双备份措施确保

信号采制、传输、流媒体推送等技术安全。圆满完成了包括元宇宙高

峰论坛、2022 南昌市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大会、产业链供应链高峰论

坛、“VR+”超高清主题论坛等在内的 4 场直播和 22 场论坛录制，总

计直播推流 11.5 小时，录制高清资料 54小时。承担现场执行导演及

全程录制工作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江西省人民政府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签约仪式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总站揭牌活动”圆满举行。

5 结论与讨论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成熟，数字化的虚拟世界将与真实世界

深度融合，以 VR 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将更加广泛运用于新闻传播的

实践之中[9]。2022 世界 VR 产业大会，从 VR的原点出发，利用“内

容+技术+平台”的整合，形成了一次较为成功的传播实践，为业内媒

体创新开展重大主题报道提供了一定借鉴。在此背景下，运用新理念、



新平台、新技术实现信息传播价值的最大化，成为各级媒体面临的重

要课题。当然，人才资源、策划体系、内容生产、平台渠道等全要素

的合理运用和高效运转，依然是重大主题报道是否出新出彩的关键。

总之，各级主流媒体必须以高度的政治性、系统性、协同性思维开展

新闻舆论宣传，才能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唱响时代

最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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