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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商报文丛》总序

树木·树人

《东南商报》是 2001 年 1 月 1 日创刊的。这些年，东南商

报人怀着满腔真情，践行贴心服务，积极打造报纸品牌，努力贡

献价值和价值观，走进读者朋友的精神世界里。日出月圆之间，《东

南商报》绿意葳蕤，生机盎然。

于是，我们有了选编《东南商报文丛》的想法。

我们自然是把办好报纸摆在最为重要的位置的。但是，我们

还想生产更多的、生命力不止于“一天”的内容产品。在反映民

情、服务民生、增进民主、引导舆论方面，我们确有经验值得总结、

教训需要记取。我们考虑陆续选编出版有关东南商报和东南商报

人的风采各异的作品集册，当然是从荟萃报纸精华出发，希望能

够更有文化看点，更具营养、传承价值。事实上，达不到这样的

要求也不要紧，哪怕开卷养心怡神、翻阅有趣得益 ；哪怕有闲时

读读一段，触动怀想起曾经经历的某一件事、心湖里漾起几丝涟

漪……人，本来就应该每天有一些时间和自己在一起，于抚今追

昔之间，有所自得，有所自省，有所自励，进而发奋自强。更何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况，要不断提高我们队伍的能力水平，离不开生长的土壤、环境，

离不开传帮带。由此而言，选编《东南商报文丛》，可以看作是

从树木和树人上面立意、力行了。或可谓：“行吾心之所向”，“所

传者，惟是矣”。

面对多个方面的激烈竞争，东南商报社的同仁经受住了考验。

我们相信来日方长，我们相信我们的作品的质量是吸引读者、进

而不断拓展市场的基础 ；我们相信我们竭尽全力的付出，一定能

够赢得丰硕的回报。因此，我们将锲而不舍，重以修能，在尽心

尽责地把报纸办好的基础上，“常行一直心”，也一年年一册两册

三册地把《东南商报文丛》选编下去。

东南商报社总编辑 王存政

2012 年 8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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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网络媒体的迅速崛起，报纸的受众群体正在被分流。现在，

年轻人获取信息的方式大多通过网络，传统的报纸似乎已经淡出了

他们的视线范围。但是，报纸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媒介，其自身的生

命力还远远没有到终结的时候，如何让报纸通过和网络互动，吸引

年轻读者，是摆在报纸面前的一大课题。《东南商报》与同属宁波日

报报业集团的中国宁波网联手打造“天一红人堂”互动栏目，为都

市类报纸与网络互动增加市场竞争力提供了一个成功的样本。

立足草根，为广大读者提供“当红”的机会，满足了网络普及

大背景下，个人特点与大众传播的良好结合。

这个栏目开办之前，《东南商报》报网互动的在线社区版面已经

运行了一年多的时间，逐步确立了报网互动在宁波都市类报纸的领

先地位，已经聚拢了一定的人气，也相对固定了一批热心参与的读

者与网友。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宁波网的新媒体优势，决定在《东

南商报》上开辟这样一个新的栏目，使得报纸更加活泼有趣，也使

得在网络上流行的红人们，获得在传统媒体亮相的机会，让更多的

融合各种媒介手段优势

搭设草根人物表现舞台
——《东南商报》“天一红人堂”互动栏目样本解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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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认识并且了解他们。刚开始的时候，“红人堂”的候选人都是通

过网络海选，即在中国宁波网的天一论坛上，以帖子的热度为依据，

根据网络的流行和受关注程度来选择当期的“红人”。此后，根据当

时的热点新闻事件，选择平面媒体上的新闻人物作为嘉宾。

从2008 年9月5日第一期开始，截至2009 年2月底，“天一红人堂”

已经累计举办了 26 期。在嘉宾的选择上，坚持以“草根”为主，让

那些平时在民间或者网络上的“红人”有机会登堂入室，在传统媒

体上露脸，扩大知名度，产生良好的公众效益。从网上卖蛋糕的“小

飞侠”、“公交活地图”刘怡宁、义务奉献的心理咨询师，到同为健

身教练的双胞胎兄弟，“天一红人堂”的嘉宾全都是草根出身。从嘉

宾的选择上可以看出，不管你来自何方，不论你从事什么工作，只

要是受众喜欢的、大家感兴趣的人物和事件都可以成为一时的热点，

而参与其中的当事人就可能成为被邀请的对象，通过网络和报纸跟

大家说说自己的故事，更进一步地与大家交流。可以说只有来自民间、

来自广大网友的热议，才会激发大家的参与热情，使得这个栏目的

草根性得以延续和加强。

有了草根嘉宾的参与，栏目的成功还需要草根主持人。如果说

草根嘉宾是栏目的珍珠，那么那些富有市民特色，充满生机活力的

草根主持人就是串联这些珍珠的线。只有两者很好地配合，才能把

一堆散乱的珍珠串成美丽的珍珠项链。为了扩大栏目的影响力，让

更多的普通人有机会参与进来，2008 年 12 月中旬，《东南商报》和

中国宁波网联合开展寻找“天一红人堂”民间主持人活动，广泛征

集具有主持才华的年轻人参与。短短的 10 多天里，收到了几百封报

名电子邮件和信件，报名者既有来自宁波各大高校的学生，也有都

市白领，还有不少新宁波人，然后通过网络海选确定的 50 名入围者

到街头现场 PK，由现场专家团进行评议，选出正式的候选人，极大

地扩展了该栏目的影响力和知名度。第二天《东南商报》进行专题

报道，并且刊登候选人的照片和简历。接着组织网友和读者进行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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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最终确定了 8 位来自民间的“草根主持人”。这样，通过自我报名、

网络海选和现场 PK 三个环节，既选拔出了合适的草根主持人，又展

现了栏目的整体形象，打破了读者心目中媒体的神秘印象，为栏目

的成功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实践证明，这些来自民间的兼职主持人能够很快地与嘉宾融合，

少了以往那种职业媒体人高高在上的姿态，用市民自己的心态做自

己的节目，因此效果很理想。无论是交流的顺畅度还是话题的整合度，

都显示出高度的一致性和无间感，让整个栏目的运行始终处于和谐

状态中。通过这样的草根结合，扩大了受众面，提高了都市报的可

读性，也让网络更加贴近读者，可谓一举三得。

整合多样化的传播手段，充分体现了媒介的融合

“天一红人堂”在开始筹划的时候，就充分考虑到了传播手段的

多样性。“天一红人堂”的操作流程是这样的 ：在确定当期主题和嘉

宾以后，在《东南商报》在线版面和中国宁波网上发布预告，让参

与者做到心中有数，也提前营造气氛，积聚人气。在活动举行的当天，

利用流媒体技术在中国宁波网上进行视频直播和文字速录直播。并

且通过在线 QQ 让广大网友和嘉宾交流，网友可以通过 QQ 由主持

人向嘉宾提问，形成积极的反馈和交流。第二天，经过整理的文字

会以稿件的形式出现在《东南商报》上，并且配以当天活动的现场

照片。同步利用网络的方便快捷和及时性，以及报纸的权威性和阅

读的轻松感，将多媒体技术和即时通讯工具很好地结合，再利用报

纸的整合功能，采写稿件，使得整个活动内容从策划直到最后的总

结具有连贯性。在线 QQ 群、热线电话、手机短信以及论坛发帖和

报纸版面，各种传播交流手段一起上阵。这种“即时交流与事后整

理相结合”的处理方式在保持信息顺畅的同时，体现了传统媒体在

文字、图片和版面方面的优势，使得网络媒体与传统报纸保持了“和



6 管 思 集

而不同”，既发挥了各自优势，又取长补短，形成了良性互动。

媒体的融合在国外是一种趋势，而国内也有类似的先例。比如

腾讯网和《重庆商报》联办的“大渝网”，开创了全国性的网络即时

通讯工具与地方平面媒体合作的先河。从“天一红人堂”的操作流

程来看，由于处于同一个媒体集团内部，因此合作起来更加高效。

传统媒体（主要是报纸）的及时性和互动性确实不如网络等新兴媒介，

而网络也需要依靠传统媒体来扩大和稳定受众群。这样，在互利共

赢的前提下，不同的传播方式走到了一起，共同经营这样的一个跨

媒介栏目。媒介的融合从根本上来说是为了更好地服务受众，不管

是报纸、网络还是手机，在目前的传播大环境下都不可能独自霸占

整个舞台。从相互竞争到相互协调，互相取长补短，已经是大势所趋。

无论采取什么形式，最后的目的就是为了达到各方的利益最大化。

从“天一红人堂”的实践来看，网络承担的是一个前期的筛选

和梳理过程。面对那么多的网络热点事件，如何从中找出相对应的

新闻事件以及背后的故事和人物，如何组织和发动网民积极热议，

都是一个相当艰巨而繁琐的工作。只有前期的工作到位，选择的人

物和时间符合受众心理，才能为接下来的传播打好基础，奠定一个

好的开始。

而作为具体实现的工具性手段，无论是依托网络的 QQ、MSN、

电子邮件，还是基于传统方式的信件和电话，无非都是一种交流和

沟通方式。方式虽然多样，但是要达到的结果却是相同的，即受众

通过各种交流方式，达到获取信息，愉悦情感，或者是解决问题的

目的。

都市类报纸作为平面媒体，则是这些结果的最终承担者和体现

者。通过网络筛选和整理过的议题，再以预告的方式进行二次传播，

这个过程既是媒体合作的过程，也是信息重组的过程。报纸的特有

属性会把那些无效甚至有害的信息过滤，呈现给读者的是一个相对

完整的信息表达。而节目的访谈内容，经过记者的采写，编辑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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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提炼，也会表现出和网络即时交流不一样的效果。因此，在这一

系列的传播过程中，各种媒介都体现了自身特点，用不同的侧面来

共同打造一个完整的信息链条。而最终的呈现版本，也是各取所需，

让不同的受众有了不同的选择。各个媒介在共同的栏目背景下，创

造出属于自己的媒体精彩。

从实际效果来看，这种方式取得了良好的反应和积极的反馈。

对网友来说，可以通过即时通讯工具和在线视频以及发帖子，同步

了解和参与节目的进程。而对于当时没有时间及时同步参与的读者

和网友来说，可以通过第二天阅读《东南商报》的报道了解整个活

动的详细内容，不会错过什么精彩内容，同时还能享受一份宁静而

全面的阅读体验。现在，“天一红人堂”已经成为中国宁波网最受网

友热议和追捧的频道栏目之一，网友们纷纷通过论坛建言献策，推

荐心目中的嘉宾上“天一红人堂”。而《东南商报》也通过与中国宁

波网的紧密合作，巩固了自己在宁波平面媒体中“时尚、先锋”的

都市类报纸形象。

这样的结果也充分体现了媒介融合的巨大作用 ：在不同的投放

地点和发布平台上体现了不同的传播风格，吸引了不同群体的受众。

在不影响各自传播效果的前提下，获得信息传播的叠加效果，取得

最大的有效传播。

这一新的报网互动模式，吸引了广告客户，

扩大了零售销量，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应该说，这样的一种互动形式对广告商还是很有吸引力的。从

传播学角度来说，“天一红人堂”走的是分众传播的路线，就是在大

众传媒的框架下，通过特定的栏目和角度，吸引一部分受众的高度

关注，以达到传播的准确度和受众的忠诚度。所以，广告的吸引和

投放也是具有高度的密集度和精确度的。不同于以往栏目拉赞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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