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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融合·创新发展

坚守媒体本位，让正能量成为大流量；坚持

内容创新，让大流量放大正能量。近几年来，杭

州市余杭区融媒体中心深耕新媒体短视频领域，

不断创新打法，及时、准确、敏锐地捕捉新闻热

点，采集、生产、传播更多充满正能量的新闻，

坚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真善美，为

正能量找到流量的“密码”，让正能量赢得大流量，

切实提高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

一、正能量何以赢得大流量？

何谓“正能量”？英国心理学家理查德·怀斯

曼把“正能量”定义为“一切给人向上和希望、

促使人不断追求、让生活变得圆满幸福的动力和

情感”。因此，有人把正能量比作凝聚社会共识的

黏合剂。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从来没有停止过。

身处日新月异的互联网时代，我们比任何时候都

更需要正能量、更渴望真善美。在这个“流量时

代”，如何利用短视频这一接受度越来越高的媒介

形态，真正“引流”正能量传播，是值得我们探

讨的课题。

正能量短视频是指通过短小精悍的短视频形

式，以积极、正面的内容为主题，鼓励人们传递

温暖和爱意的视频。这些视频通常包括鼓舞人心、

感人肺腑、励志、感恩、社会责任等内容，通过

还原特定场景，让受众沉浸其中，产生情感共鸣，

旨在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营造

积极向上的社会氛围。在短视频飞速发展的当下，

正能量短视频迎来了更多赢得大流量的机遇。

正能量为何能赢得大流量？

首先，在于其真实感。“真实是新闻的生

命”，是获取认同的基础。很多正能量短视频以公

安部门的监控摄像头、执法记录仪、路人的手机

镜头记录下的内容作为第一素材来源。素材看似

“粗糙”“不经修饰”，呈现的却是最直观、最原生

态的画面和声音。比如，余杭区融媒体中心看余

杭抖音号今年2月23日推送的短视频《这2分钟救

援太惊心动魄》，讲述的是一小伙跳河轻生被余杭

民警拉住，路过的外卖小哥杨康冒险翻越栏杆协

助救援，最终小伙被众人合力救下的新闻事件。

短视频的画面来自现场监控，短短几秒钟充分还

原了救人的整个过程，再加上以方言对话的同期

声，这些没有事先排练的“真实”赢得了受众关

注。短视频以其真实的现场、紧张的情节以及传

递出来的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带来了大流量。该短

视频推送后流量迅速破百万，被中国蓝新闻、美

丽浙江等抖音号转发后，带来了近600万的阅读

量，互动量也达到了3.5万。

其二，在于故事性。正能量短视频讲述的往

往是一个故事或突发事件，其中会有危机发生，

有矛盾冲突，情节紧张、刺激，或令人揪心，或

令人愤怒，抓人眼球。短短几十秒内，迅速输出

强烈的情绪。故事情节的“正、暖、燃”正是实

操的“流量密码”。比如，余杭区融媒体中心看余

杭抖音号推送的《女童被草莓卡喉呼吸困难 紧要

关头余杭医生出手了》，讲述的是2月24日在余杭

区一家饭店，7岁女孩被草莓冰糖葫芦卡住喉咙呼

吸困难，恰好路过的医生赵鑫立刻出手急救，孩

子最终转危为安的故事。短短十几秒的视频内容，

让人的情绪一直处于紧张不安中，最后一刻，孩

子转危为安才让受众松了口气。该条短视频推送

后，被列为杭州市网信重点正能量推送稿件，在

““流量时代流量时代””短视频短视频
““引流引流””正能量传播刍议正能量传播刍议

杨 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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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融合·创新发展

杭州市各区县网络平台的共同推广下，阅读量迅

速突破百万大关，互动量超过了3万。后来被中国

之声微博视频转发后上了一度登上热搜榜第9名。

其三，在于引发朴实的情感共鸣。人类的

情感总是相通的。正能量短视频往往记录百姓身

边的人和事，以人为核心，通过人所展现的精神

引发受众的共鸣。这种共鸣往往体现为积极的情

绪，让人感到更加乐观、自信和充满希望。余杭

区融媒体中心出品的2023年度浙江省新闻奖短视

频一等奖作品《我不是牛肉西施》，记录了90后姑

娘张婷在牛肉批发档口直播卖牛肉的故事。这位

青春靓丽的女孩跟其他女孩一样爱美，但她为了

帮自己父亲的牛肉批发档口多吸引些生意，开始

尝试网络直播。往满屏的新鲜牛肉摊位前一站，

就产生了一种很有意思的视觉反差。受众被她的

勤奋、自信、执着所感动。这个短视频让大家看

到了她光鲜背后努力的影子，也看到了浙江的年

轻一代血脉里流淌着的勤勉、务实、创新的基因，

给人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

归根到底，正能量短视频之所以能带来大流

量，靠的是直抵人心的真、善、美所带来的力量。

二、县级融媒体如何抢抓短视频风口“引

流”正能量

正能量是媒体公共价值的体现。主流媒体是

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的主要阵地。县级融媒

体作为基层主流媒体，理应发挥正能量传播舆论

主战场的作用。这也是助推新闻行业健康发展的

应有之举。

在当前的短视频传播生态中，一些自媒体由于

缺乏原创能力，其发布的短视频多数是搬运别人的

作品，造成重复率高甚至信息过载。县级融媒体不

仅拥有当地的信息资源，还拥有权威的发布平台、

规范的编审体系，以及新闻采访权等自媒体不能企

及的优势。如何发挥这些优势创作短视频，并高效

推送给受众，值得我们思考和实践。作为县级融媒

体的余杭区融媒体中心，近年来抢抓短视频风口，

做了大量有益的尝试与探索，也取得了不少成果，

逐渐形成了短视频的“余杭现象”。

一是深挖优质选题，打造有解读力的作品

气质。有了好食材，才可能烹饪出好味道。优质

正能量短视频需要有优质选题打基础。县级融媒

体深耕本土，有着挖掘好题材的天然优势，也就

具备了正能量传播非常关键的生产要素。这些年

来，余杭融媒体中心在正能量短视频选题的挖掘

上始终坚持“三小三大”标准，即小切口反映大

主题、小人物展现大情怀、小故事映衬大时代。

更多关注身边的普通人，用平凡而生动的故事描

绘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呈现个人经历与时代变

迁、个人体验与集体情感的同频共振，让作品成

为解读时代的一扇窗。同时，特别强调小人物的

特定行为与时代背景的关联性。这种关联一旦建

立，小人物的故事就有了灵魂、有了内涵、有了

意义，作品也就有了生命、有了高度、有了价值。

余杭融媒体中心2023 年出品的 《少年马天

佑》，是记者采访过程中找到的选题，非常契合

2023 年亚运会和亚残运会举办的大背景，人物

故事也非常吻合正能量传播的主基调。短视频中

的主人公少年马天佑，是余杭区仁和街道中心小

学六年级的学生，因为天生失去一条手臂，在普

通人的眼里，他或许有些特别。但在人生的赛道

中，他真诚热烈，努力而上，在爱的保护中成长

为一个勇敢可爱的男孩子。他的故事，让受众看

到了不惧风浪、直面一切挑战的勇气。短视频总

时长3分55秒，前面五分之四的篇幅作为铺垫，

把马天佑身体的残缺作为伏笔隐藏在片中，为观

众设置悬念，在 3 分 03 秒剧情反转、升华，用

一个瞬间催人泪下，又催人奋进，让人感受到向

阳而生的力量，传递了积极乐观、拼搏奋斗的亚

残运会精神。该片播出后，先后登上学习强国、

新华社等国家媒体平台，并获得2023年学习强

国全国县级融媒体优秀作品奖，以及浙江省亚运

会宣传优秀作品二等奖。

二是坚持创意表达，实现有穿透力的价值

认同。有了好食材再配上好手艺，才能烹饪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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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道。和优质内容一样，创意表达也是短视频的

核心竞争力。面对10亿多中国网民，“网感”既是

标准要求，也是抵达人心的桥梁纽带。“网感”源

自网民，用网民“熟悉的配方”去讲故事、评时

事，让10亿多网民有共鸣、有共情，自然能带动

“一朵云推动一朵云”的大流量。但目前短视频普

遍缺乏创意，表达方式缺乏创新、视频内容的同

质，让大家产生了审美疲劳。创意可以让传视频

传播更具感染力和冲击力。

近年来，余杭融媒体中心对短视频创作一直

秉持表达要有创意、要有网感的标准，摒弃常规

的短视频拍摄剪辑手法，尝试对文字、画面、后

期制作、音乐等各种构成元素进行重构，坚持用

年轻态的表达方式传播正能量内容，让视听语言

鲜活，用更轻松、更富时代气息的话语体系讲述

最真实的中国故事，获得更多的价值认同。

新冠疫情爆发后，在各种隔离防控之下，首

批支援武汉战疫的医护人员即将返杭，如何抓住

“英雄归来”的选题，用一种没有距离感的表达方

式来呈现？创作团队最终确定用人物自述式报道、

VLOG即时创作形式。首先隔空教会她们怎么拍

视频，然后每隔一两个小时接收回传的拍摄素材，

从120多分钟的素材中剪出6分钟时长的视频。当

这位叫徐梦薇的护士从返杭机舱传回最后一个画

面时，这条名为《回家》的视频就同步生成，即

时发布。等她抵达萧山机场再次开机时，这条短

视频已经刷爆她的朋友圈。该短视频几乎没有任

何技巧性的加工和修饰，只有淳朴的第一视角和

最为真实的感情。正是这种回归新闻事件本原的

真实力量，使得作品让许多人产生了共情。

比如短视频《我不是牛肉西施》，开篇就将生

鲜肉批发市场里光着膀子的屠夫、肉摊上带着血

迹的鲜肉，和肤白貌美的年轻姑娘形成视觉上的

对冲，再配上高雅、震撼、有气势的古典歌剧来

强化这种反差，为人物出场和故事演进设置了悬

念。这样的创新表达方式让人耳目一新，赢得了

业界广泛好评。作品先后获得2021年度浙江省新

闻奖新媒体类短视频专题报道一等奖和浙江省广

播电视节目奖新媒体类新闻性短视频一等奖。

三是学会借梯登高，形成有大流量的传播

效果。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格局已随技术迭代

更新而发生巨大变化。短视频有着冲破时空局限

的传播力。这也正是新形势下县级融媒体争夺话

语权、扩大传播力影响力的新赛道。在原创短视

频的传播链末端，如何将我们生产出来的优质原

创内容进行全网分发，实现更广泛地融合传播，

是放大传播质效的有力手段。

如今，尽管优质的正能量短视频会被很多短

视频平台抓取转发，但很多时候还是需要积极主

动地根据各平台的定位和特点，进行联动分发，

从而提升传播力和影响力。余杭区融媒体中心在

短视频全网分发渠道资源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和

创新，与美丽浙江、中国蓝新闻等抖音号、视频

号，以及新华社、央广网、人民网等央媒建立供

稿关系，借梯登高，形成有大流量的传播效果。

短视频《女童被草莓卡喉呼吸困难 紧要关头

余杭医生出手了》一经推出后就被列为杭州市网

信重点正能量推送稿件，在各区县网络平台的共

同推广下，阅读量突破了百万大关，互动量也超

过了3万。后来被中国之声微博视频转发后一度登

上热搜榜第9名。短视频《这2分钟救援太惊心动

魄》推送后短时间内流量破百万，被中国蓝新闻、

美丽浙江等抖音号转发后，带来了近600万的阅

读量，互动量也达到了3.5万左右。

三、结语

短视频已经成为现阶段广泛运用的信息传播

工具，伴随着短视频数量种类的不断增加，受众

对短视频的审美不断提升，对其品质也提出了更

高要求。作为基层融媒体中心，不仅要在作品的

站位、立意上大胆创新，还要针对更多的细分领

域，根据用户的精准画像，进行个性化生产与精

准化制作传播，不断提高正能量短视频的传播力、

引导力和影响力。

（作者单位：余杭区融媒体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