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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象新闻坚持“创新创优、
冲高激励、双向选择、结果导向，
精准营销、政务服务、项目运作、
成本核算”运作机制。在内容
侧，创新创优是核心目标，冲高
激励是推进手段，双向选择是用
人机制，结果导向是评判标准；
在营收侧，精准营销是运营策
略，政务服务是链通渠道，项目
运作是融合路径，成本核算是底
线思维。

大象新闻坚持“思维不固
化、机构不固化、人员不固化”的

“三不固化”管理原则，构建一套
自带互联网基因、以业务发展为
导向的“搭积木式”机构管理办
法。以此为路径，大象新闻推出

“大象风投”，以“深耕垂类赛道，
打造产业集群”为目标，坚持长
期主义赛道布局，加快推进“媒
体+产业”项目孵化建设。“大象
风投”打破了部门和人员壁垒，
好的产品和项目皆可实现内部
路演、结果导向。依托全媒体资
源优势，以用户为中心，衍生发
展多元化产业业态。

《阳光少年报》作为大象新
闻孵化的优势成长项目，截至目
前，发行量已突破156万份，领
先国内同类报纸；2023年9月，
《阳光少年报》初中版《大少年》
正式上市，不到一年的时间，发
行量已突破30万份；2024年 9
月，经过一年的筹备，《少年行》
上线预售。《少年行》的上市，是
《阳光少年报》深耕少年垂类市
场的又一重要举措，产品线更加
丰富多元，正式迈入“报、刊、书、
文创”全面发展的新阶段。

以《阳光少年报》《大少年》
为代表的大象新闻“少年报品
牌”，已成为河南文化输出、创意
文化品牌、媒体融合创新等诸多
领域的标杆品牌，与河南省委宣
传部联合开设“护苗”专栏。围
绕少年报品牌的多元化发展，大
象新闻与新华社总社达成全面
战略合作，双方在图书出版、青
少年阅读等领域开展合作，推出

“中国故事出海计划”，向世界讲

好新时代中国故事。
2023年，由中国记协牵头，

在北京举办了《阳光少年报》现
象专家研讨会。2024年《阳光
少年报》与中国记协共同发起了

“少年追梦·山河有光”教育支持
项目。

此外，《阳光少年报》还筹划
构建河南广电全媒体少年文化
创意园“大象少年宝藏岛”，开
创“媒体IP与产业生态链”新尝
试，创新性地开展“广电核心资
源+少年产业潜力+多元化拓
展”的综合性模式。同时，不断
深化与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
的战略合作，通过《阳光少年
报》这一文化桥梁，跨越山海，
让香港青少年更加贴近和认同
中华文化，开启《阳光少年报》传
播新篇章。

乘时代之势，御融合之风，
逐互联之浪。大象新闻以“建设
媒体融合纵深发展新旗舰，构筑
移动互联头部舆论主阵地”为愿
景，以“全力以赴提高大象新闻
影响力，千方百计提高大象员工
获得感”为使命。坚持创新至
上，勇争第一；恪守正向价值，长
期主义。

如果说2023年是大象新闻
的“整合”年，2024年就是大象
新闻的“提质”年——稳中求进，
先立后破。2024年，大象新闻
正式发布和确立了大象文化宣
言和新闻价值观，以“怀抱梦想，
脚踏实地”为核心文化宗旨，以

“移动互联优先”为考核风向标，
以“交叉核实、理性引导、正向价
值、客观公正、公私分明”为新闻
价值观。

未来，大象新闻将以“大象
文化宣言和新闻价值观”为内生
动力，激活内部机制体制，创新
发展，敢为人先，以新视听打造
新名片，以新技术赋能新文化，
以新语态引领新传播，致力于把
大象新闻打造成全国主流媒体
融合发展创新实践的典范。

视听中国

近日，“视听中国”刊发
河南大象融媒体集团总编
辑、河南广播电视台大象新
闻负责人刘林军文章——
《大象新闻：以主流，向顶
流》。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推动媒体融合向
纵深发展的系列重要讲话要
求、进一步落实河南省委关
于宣传思想工作的安排部
署，2023年1月，河南广播
电视台整合全台新闻资源，
融合大象新闻客户端、四部
一频道、新闻事业部、地方工
作部、阳光少年报、融媒体传
播中心、云上河南（市县级融
媒体中心）等十余家机构单
元，涵盖广播、电视、客户端、
网站、报纸、新媒体矩阵等传
播手段，正式组建新媒体“融
合旗舰”——大象新闻中心
（以下简称大象新闻）。大象
新闻目前下设十个业务中
心，两个统筹办公室，员工总
数逾1200人。

□河南大象融媒体集团总编辑、
河南广播电视台大象新闻负责
人 刘林军

作为河南广播电视台“双平
台”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大
象新闻自觉落实“主力军挺进主
战场”的要求，深刻践行河南台

“融合传播、转型发展、有用有效”
的发展理念，以“移动互联优先”
为考核风向标，已基本形成集新
闻内容生产与宣推、平台建设与
运营、产业项目与经营等于一体
的全媒体融合发展生态链条，基
本实现以“云媒制播系统”为中
枢，打造内容生产管理运行新机
制；以“新闻+政务服务商务”为
支撑，探索经营创收新模式；以

“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为保障，
推动体制机制改革激发内生动
力，稳步向“建设媒体融合纵深发
展新旗舰，构筑移动互联头部舆
论主阵地”的战略目标进发。

2023年8月，大象新闻被国
家广播电视总局评为全国广播电
视媒体融合先导单位。2024年
上半年，大象新闻在新闻融合传
播、网络传播、短视频传播、微博
传播等各项传播指数上均表现出
色。

一方面，自诞生之日起，大象
新闻就自带移动互联基因。打破

“小院高墙”和广播、电视、报纸、
网站、客户端等媒介通道的区隔
壁垒，实现了从物理“相加”到化
学“相融”，从“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到“你就是我，我就是你”。所
有传播平台及业务单元必须确立
对标互联网大厂的“移动互联”意
识，并且以“冲高奖”的方式，确立

“移动优先”的考核机制，该机制
的考核不依赖传统的收视率或收
听率，而是专注于互联网流量指
标，通过精准、细致、显性、定期浮
动的指标设置，确保团队在追求
流量和影响力的同时，注重内容
的品质和深度，极大地提升了团
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另一方面，大象新闻强化新
闻专业主义的力量。创作团队
几乎汇聚河南台全部新闻要素
的精兵强将，致力于锻造出一支

“全、专、能、行”的融合梦之队。
“全”指的是，“文、图、视音频，
采、编、新媒体”等各方面的人才

一应俱全；“专”指的是，在全媒
制播所有环节，遵照因事设岗原
则，所有人员都尽可能“扬长避
短”，选择自己更“专业”的业务
岗位；“能”指的是，在结果导向
引领下，所有人员不但要“专
精”、还要“多能”，也就是“一专
多能”，各部门内部也因此形成

“补位机制”。整个大象内部实
施轮岗制，生产部门和平台部门
互相轮岗，内部平台和外部平台
部门互相轮岗，支撑服务部门和
内容生产、经营一线部门互相轮
岗，目的是打破各部门人员素养
的“单一技能”，学习和掌握更多

“补位技能”，拓宽发展空间，培
养复合人才；“行”更多偏向高效
率“执行”，且能行。

大象新闻着力打造一支“来
之能战、战之能胜”“大象出品，
必属精品”的创作团队。各内容
部门持续深化改革，创新语态，
致力于让主流成为顶流，让正能
量澎湃大流量，实现新闻宣传的
破圈传播。

一是在时政主题报道
方面

大象新闻坚持内容策划与
宣推策划并重并行，实现大小屏
共振互补。

2023年和 2024年全国两
会期间，大象新闻获中宣部、广
电总局和中记协表扬70余次，
总阅读量超过60亿，登上全国
热搜17个。其中，《中国式现代
化的河南实践》《马克思，且听龙
吟！》《甲骨文风云》《锋评·教育
三问》系列评论等作品，均实现
超“亿级”传播；创意微视频《跟
着总书记去“村”游》被全网
1300多家主流媒体转发，总阅
读量超1.2亿。

大象新闻围绕主题报道，推
出新闻专题片《此水此山此地》
《从延安到红旗渠》、系列理论微
视频《成语里的中国》《吾辈》等，
受到中宣部和广电总局的专题
表扬。

同时，大象新闻着力打造互
联网爆款作品，《在祖国的心脏合
张影》《这块麦田何以创造奇迹》
《“少年追梦公益计划”系列微纪
录片》《千年禅武赴山海 全球弟
子拜祖庭》《文化中国行丨古迹守
护人：择一事，终一生！》等作品入
选中国记协“我的代表作”，均实
现破亿传播。其中，《在祖国的心
脏合张影》荣获广电总局第一季
度优秀广播电视新闻作品。

今年以来，为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中部崛起的重要
讲话精神，大象新闻连续推出
《六省联动话崛起》《中部崛起
河南担当》《县域之变看崛起》等

“崛起”系列“三部曲”。其中《六
省联动话崛起》特别报道，获河
南省领导表扬。

此外，大象新闻创新时政宣
传，推出了《+V视》《图解》《玥
读》《聊会儿》《周看点》等一系列
新媒体产品，深度打造“大象时
政+”新媒体产品群，进一步挖
潜《河南新闻联播》的小屏传播
力和影响力。

二是在对外宣传方面

大象新闻建立“全员外宣”
新机制，实现了重大时刻，中央
台有河南声音；关键节点，全国
彰显河南力量。

去年8月，由大象新闻和中
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采制的《实
干笃行·大省勇担当》河南篇在
央视播出，引发全网传播。2024
上半年，大象新闻在央广、央视
共播发河南新闻2635条，创同
期新高。《中国式现代化河南气
象河南篇》《中国经济向前“进”》
《走出实验室的“新质生产力”》
《盛世修文》《回响》等外宣作品，
屡获上级批示表扬、被全国主流
媒体首页置顶转载12次。

三是在走好网上群众
路线方面

大象新闻全力打造“大象帮”
网络帮扶平台，着力解决好人民
群众的“急难愁盼”。打造了“1+
6+18+N”的新型帮办网络，形成
了“媒体帮扶+党委政府帮办”的
双闭环工作机制，探索了一条主
流媒体参与社会治理的创新路
径。2023年，“大象帮”荣获第三
十三届中国新闻奖二等奖。

作为河南广播电视台转型发展
的融合旗舰承载，大象新闻确立了双
动力流量驱动模式：一是打造自有客
户端生态化发展为自有引擎；二是运
维第三方平台头部影响力为外在动
力。双动力流量驱动，进一步强化

“移动优先”的融合传播理念，加速大
象新闻“转型发展”的步伐。

一方面，打造大象新闻客
户端生态化发展为自有引擎

大象新闻以大象新闻客户端为龙
头，首发和汇聚全台所有视听节目，统
筹做好台内重点节目内容宣推。一是
横向打通直播频道、IPTV、有线电视
和县级融媒体中心四大传播平台；二
是纵向贯通省、市、县三级触达阵地；
三是内部融通传统电视大屏与移动终
端小屏的大小二屏跨屏融合；四是联
通央媒“大外宣”的“头条”传播联动，
优化资源配置，构建全方位、一体化传
播格局，打造出以海量视频、移动直
播、智能推送、多屏呈现等为特色的跨
媒体、跨屏幕、跨受众移动传播平台。

具体而言，一是以“主题时政报
道”为内容聚焦，全力打造“政事”板
块，建设“省委书记专区”“省长专区”

“时政动态专区”，确保重大时政报道
及时更新，实时直达掌心、抵达人心；
二是推进“大象号+大象圈”生态打
造，建立“共建共享 共生共荣”的内
容和用户生态；三是搭建“1+19+
104”融合传播矩阵，推进大象新闻
与云上河南县域媒体矩阵一体化运
营，深度下沉服务用户；构建“1+6+
N”的网上群众路线栏目“大象帮”，
一键求助直通全广电；四是孵化“大
象算法”和“大象热搜”，打造“一端百
面”智媒生态，用数据驱动业务发展；
五是坚持AI赋能，引入AI工具箱，
将智能技术作为“梯子”“伙伴”，强化
客户端的数智化、特色化的生态建
设。

大象新闻以客户端为龙头，不断
推进自主建设、平台融合、智能升级、
生态发展，强化平台建设的自主创
新，致力于让流量成为留量。

今年以来，以“巨象、头象、飞象、
万象”为主导的“四象计划”，每月分
别推出“大象号星光榜”“象牙荣耀
榜”等榜单，引导用户参与，激励用户
生产更多内容。大象号月均发稿量
稳定在62000至 71000篇，月阅读
总量保持在550万至620万次；大象
圈月均发稿量34000条左右，月阅
读总量600万左右；今年上半年，大
象新闻客户端吸纳超过700家政企
机构入驻，每月平均产生 10 万条
UGC内容和100万条评论，初步形
成了活跃的社交生态。

截至目前，大象新闻客户端累计
下载量1.58亿，日均点击量逾160万
次；月活用户数（MAU)236万，已成
为全国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客户端。

另一方面，以运维第三方
平台头部影响力为外在动力

大象新闻坚持与互联网共创共
享，并注重发展外部平台账号。大象
新闻始终相信，拥抱互联网是主流媒
体的应有之义。

截至目前，大象新闻新媒体账号
矩阵近300个，主要新媒体账号总粉
丝量超2亿，综合传播指数稳居全国
省级媒体头部。其中，大象新闻抖音
账号粉丝3199万，大象新闻微博矩
阵总粉丝超3000万。

大象MCN作为河南广播电视
台旗下旗舰级新媒体整合服务平台，
目前拥有全网账号1000多个，千万
粉丝以上账号10个，总粉丝量超过
3.5亿，被抖音集团连续三年评为最
具影响力MCN机构，并于2022年、
2024年入选全国广播电视媒体融合
成长项目及媒体融合体制机制改革
典型案例。

以主流，向顶流：致力于新闻宣传的破圈传播

变优势，为强势：致力于项目孵化的产业培育

从流量，要留量：致力于平台建设的创新双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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