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解决措施，加大自媒体创业支持力
度。近日，荆州市印发了《关于支持荆州自媒体
新媒体融合发展六项措施的通知》，提出创业补
贴、场租水电补贴、创业担保贷款、创业项目扶
持、示范基地培育、网络直播培训、校园专场招
聘等具体工作措施，支持自媒体、新媒体行业蓬
勃发展。一是加大自媒体新媒体创业者支持力
度。对高校毕业生在我市初次创办自媒体新媒
体公司，符合规定的给予一次性创业补贴、吸纳
就业补贴和场租水电补贴，同时可享受创业担
保贷款贴息。二是加大自媒体新媒体创业项目
支持力度。优先申报大学生创业扶持项目和返
乡创业示范项目，经评审后给予扶持资金，同时
争取省级扶持资金。积极培育自媒体、新媒体
企业开展评比申报。三是支持创业孵化平台建
设。鼓励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各高校、社会
组织、企业等建立自媒体新媒体创业孵化基
地,为自媒体新媒体创业者提供一站式服务,
给予场租、水电费补贴。支持各类自媒体新媒
体创业孵化基地提档升级,积极开展创业孵化
示范基地评选认定。四是加大技能培训力
度。加强创业培训,各创业培训定点机构对符
合条件的自媒体新媒体创业者免费提供创业
培训，积极探索研究网络直播等自媒体新媒体
培训课程,免费为符合条件的自媒体新媒体从
业者开展技能培训。五是加大用工和人才服
务。加强自媒体新媒体公共就业服务,积极主
动收集自媒体新媒体企业用工需求,及时发布
招聘信息,适时组织线上线下专场招聘活动。
鼓励大中专毕业生到自媒体新媒体企业就
业。加强自媒体新媒体企业见习基地建设。
六是加大自媒体从业者劳动权益保障。引导
自媒体企业依法参加社会保险,鼓励灵活就业
的自媒体人员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依
法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

转变思维定势，做好产销对接。市委书记
吴锦在自媒体、新媒体融合发展座谈会上提出：

“各种新媒体、自媒体有各种责任和义务，但前
提是要活下来，有成熟的盈利模式。大家要研

究怎样为城市的龙头企业、名特优新产品做好
服务、推介；怎样为城市提供公共服务；怎样与
我们的主流媒体互相融合、互相补位、互相共享
共建；怎么样当好党委政府的桥梁纽带、当好我
们这个城市的营销员。”直播带货已然成为经济
新风口，早在数年前，荆州的官方媒体、自媒体
已尝试过直播带货。以官方媒体为例，荆州广
播电视台孵化“荆采go”账号，线上销售活力
28、聚珍园鱼糕、小胡鸭、公安牛肉、荆沙鱼糕等
荆州特产，其中，活力28洗衣液累计销量362.2
万单。以自媒体为例，本地生活类自媒体

“Made in荆州”与吾悦广场进行合作，以“荆州
吾悦”为平台定期开展直播带货，每场观看量2
万+，效果良好。然而，尽管本地自媒体、新媒体
就直播带货进行了诸多实践，但打开抖音，在直
播一栏搜索“荆州”，在线的受众并不算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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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间在线8人，“荆州仟味”直播间在线5人，

“荆州楚元珍美食”在线4人，“荆童遥坊服饰”
在线20人。尽管主播辛苦地进行着线上推销，
但大多数直播间在线观众未超20人。造成以
上现象的原因分析如下：一是带货思路存在局
限。打开“hi荆州”账号商城，商品包含活力28
洗衣液、聚珍园鱼糕、洪湖藕带、小胡鸭、藕粉
等，产品的种类多为食品，且属于零食，非日常
刚需。而荆州本地人如有购买需求，则大多在
线下进行。因此，如果将产品局限于食品，则需
求量存在天花板。二是商品竞争力与发达地市
存在差距。如果选择刚需类产品，是否就能汇
聚“好销量”呢？笔者曾有幸参与过“2021温暖
春节-直播带货荆州专场活动”，累计观看人数
1143万，支付订单7175笔，然而在选品时却发
现存在问题：我市许多商品的成本价格高于沿
海经济发达地区。以沙市婴童装产业为例，当
时选择了5款夏季服饰，拟定线上售价40元，计
划在直播时进行推介，然而选品方却认为价格
较高，最后取消了对该产品的选品计划。实际
上，商品成本价高是由我市经济发展程度、产业
规模、人工成本、物流成本等一系列综合因素决

定，并非选品方所认为的报价虚高。简而言之，
此项产业也许在市域乃至省域有相当的竞争
力，已形成一定产业规模，但对标全国重点产业
集群，还存在较大差距，在价格上不容易形成优
势，这并非短期内能够解决的问题。三是账号
类别过于垂直。如活力28抖音号只卖活力28
产品，岑河婴童服饰抖音号只卖婴幼儿服饰，小
胡鸭抖音号只卖小胡鸭，目标受众过于单一，导
致在线受众数量不多。

目前，荆州正坚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
展理念，初步构建"4611"现代产业体系，包含智
能家电、汽车零部件、石油石化装备、生物医药、
光伏新材料、新型电子元器件、现代煤化工、现
代造纸、食品加工、婴童装、节能环保等11条优
势产业链，这其中包含有大量值得思考、深挖的
特色产业、产品。因此，要转变传统直播带货的
思维定势，改变以往单一的选品模式，树立“大
展销”的思路，变短期推销为长期推介，变追求
短期经济效益为追求潜在客户群增长，充分扩
充商品类别、延展直播半径、提升销售格局，将
产品直播间变成我市经济、产业发展的展示台、
大舞台，“让一切适宜展现的要素充分汇聚”，将
小橱窗、小窗口、展示间做大、做强，充分汇聚大
流量、产生好销量、推动发展高质量。

打造城市公共 IP，构建“三位一体”，形成
“三量汇聚”的良性循环。“荆能量”“大流量”和
“好销量”，三者互为前置，共同推动一个账号孵
化、发展，最终的目的是实现城市正面宣传、经
济社会发展“共赢”局面。这其中涉及到城市形
象IP的打造。城市IP，是对一座城市内在文化
与外在形象的抽象化表达，是对一座城市人文
精神的具象化表达。纵观全国，多数城市IP的
设立围绕文化旅游、生态环保、乡村振兴等“软”
角度出发，以通俗易懂的视角，做生动可读的大
众文章，也是比较传统的做法。纵观全国，以特
色产业、工业经济作为城市IP元素的成功案例
有但相对较少，一旦成功设立，对于当地经济发
展具有强大的正面辐射效应。目前较为人熟知
的有：义乌——世界小商品之都；山东曹县——

县域经济“网红”县；株洲——未来城市高铁之
城；湖南邵东——“打火机”小镇，生产全球70%
以上的一次性打火机；江苏丹阳——全球最大
的眼镜生产基地；河南许昌——“假发之都”。
因此，一个城市的IP的选择务必慎重，要充分考
虑到其经济价值，思考其能否与经济效益挂钩，
进而快速打通全国乃至全球的产销通道。荆州
的文化底蕴深厚，既有楚文化，还有一些地方特
色文化，在把文化传播好、把内容建设好的同
时，也应不局限于传统的城市IP，在打好传统楚
文化、三国文化等“文化牌”的同时，应大胆创新
思路，打造更兼具经济效益和社会价值的城市
IP，构建“三位一体”，形成“三量汇聚”，具体操
作路径如下：

一是产生“荆能量”。由市委市政府设立
1-2个荆州城市公共账号，专注于推介、展现
荆州特色产业，辅以线上销售荆州特色产品。
产品的种类不局限于食品、日用品，可适当延
展至智能家电、汽车零部件、石油石化装备、生
物医药、光伏新材料、新型电子元器件、现代煤
化工、现代造纸、食品加工、婴童装、节能环保
等全市特色产业中的特色产品，直播带货数据
不局限以线上成交量为参考系数，而更多追求
长期效益，让荆州的特色产业尽可能曝光、增
加知名度。二是汇聚大流量。由市委市政府
主导，与北京字节跳动公司（抖音）签署年度合
作协议，对我市城市公共账号进行孵化、引流，
对该账号进行整体包装、策划。市委网信办、
市网信中心积极邀请属地网络大V，每周围绕
某项荆州特色产业，制定宣传选题、撰写视频
脚本，以生动、时尚、幽默、有亲和力的形式，定
期拍摄、发布推介荆州经济发展的正能量短视
频，在此账号逐渐引爆的情况下，逐步推动线
上直播带货。三是产生好销量。做好与市商
务局、市经信局、市发改委等职能部门的对接，
形成联动机制，及时获取荆州最新的产业快
报，形成最热产品清单名录，经过认真研究，筛
选出适合推广的产业、产品，汇总形成选题名
单，制定拍摄计划。

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

推进“双媒融合”构建“三位一体”
让“荆能量”澎湃大流量、汇聚好销量、推动发展高质量

□ 荆州市委网信办

自媒体，是指普通大
众通过网络等途径向外
发布他们本身的事实和
新闻的传播方式，具有平
民化、自由性、碎片化、交
互性等特点，已成为网民
获取信息和社会交往的
重要渠道。习近平总书
记高度重视新兴媒体发
展，明确提出要做好新经
济、新社会组织，尤其是
网络意见领袖、网络作家
等新兴群体的工作，构建
网上网下同心圆。中央
网信办主任庄荣文强调，
各网络平台、社会组织、
广大网民要发挥积极作
用，共同推进文明办网、
文明用网、文明上网，以
时代新风塑造和净化网
络空间，确保网络空间
正能量充沛、主旋律高
昂。这为我们做好自媒
体工作明确了主题、厘清
了思路。

新媒体时代，“人人
都是麦克风”，人们的表
达欲、思考欲更加强烈，
微博、微信、抖音等媒体
几乎覆盖了所有用户。
近年来，为引导自媒体规
范发展，中央网信办先后
出台《互联网用户公众账
号信息服务管理规定》

《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
规定》等文件，市委网信
办开展了“清朗·互联网
账号运营乱象专项整治
行动”，集中整治“饭圈”
乱象、恶意营销、流量造
假等群众反映强烈的问
题，全市网络生态持续
向好。但以上措施突出
的是一个“管”字，侧重
于加强网络秩序的管理，
而如何在“管得住”的同
时，用好、引导好自媒体，
让“正能量澎湃大流量”、

“ 让 小 精 彩 汇 聚 大 精
彩”，让自媒体产生更高
的经济与社会效应，成
为 官 方 媒 体 的 优 势 互
补、宣传城市形象的鲜
明旗帜、销售本地特色产
品的有效渠道，是更加值
得深思、探讨的话题。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个地方媒体
的发展程度、水平是其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
的真实映照，有较为强烈的地域属性特征。荆
州古称“江陵”、“郢都”，地处湖北中南、长江中
游、江汉平原腹地，是鄂中南地区中心城市、长
江中游交通枢纽之一，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具
有厚重、鲜明的文化底色。当前的荆州也一直
在奔跑、在加速，正处于政策加持窗口期、新旧
动能转换期、综合优势重塑期、蓄积势能迸发
期。去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2715.52亿元，占
全省总量5.43%，居全省第4；新型工业化、信息
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发展新路径
正稳步探索推进。

在这样的经济发展环境之下，全市新媒
体、自媒体发展态势较好，呈现出基数大、种类
多、活跃度高、更迭快等特点，但对标全市637
万的人口基础，还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与潜
力。纵观湖北，据相关统计数据，粉丝在3万以
上大V有1200个；粉丝10万以上的有699个，
粉丝100万以上的有85个，粉丝1000万以上的
有6个，网络大V较为集中的地方为武汉、黄
冈、宜昌、襄阳等地。聚焦荆州，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无1000w粉丝以上自媒体账号，百万以上
自媒体账号有10个。按地域划分，其中10w粉
丝以上的自媒体账号有75个（荆州区19个，沙
市区 25 个，江陵县 3 个，松滋市 7 个，公安县 3
个，石首市5个，监利市7个，洪湖市6个；按类别
划分，其中具有观点属性的自媒体10个，美食探
店类24个，文化旅游类18个，直播带货类11个，

才艺展示类 7 个，情景剧类 5 个。数据有实时
变动）。由于自媒体行业发展快、变化快，我市
自媒体账号更迭频率高，数量变化幅度大，每天
有新账号被孵化、旧账号被注销，其发展呈现出
如下特点。

具有观点属性的自媒体成为本地舆情重要
“信息源”。具有观点属性的自媒体，主要指自
媒体人通过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具有文字集纳
功能的平台发表个人观点，以引发受众关注、产
生共鸣，进而吸引粉丝的形式，是自媒体发展的
最初样态。此类自媒体人普遍学历高、偏向中
年，社会影响力广泛，内容创作偏好地方题材，
对地方发展和地方经济、产业发展高度关注，对
我国整体社会经济充满信心，对市情了解具有
一定深度。此类自媒体参政议政意愿浓厚，踊
跃加入自媒体协会等组织，思想易受到网络思
潮、圈内人观点等影响，因此成为本地舆情的重
要“信息源”。据不完全统计，我市此类自媒体
常年保持10余人左右，他们长期关注荆州发
展，发表观点性文字，主旋律为荆州发展建言献
策、加油鼓劲。以我市自媒体账号“谈楚论荆
州”为例，运维者为现任荆州市政协委员，长期
关注荆州重大工业项目、交通要道、文旅产业、
教育医疗等领域，曾致力于在网上为荆州争取
高铁要道。以本地自媒体“更荆州”为例，运维
者曾就职于本地媒体，长期关注荆州实时热点，
发表文章《第19名对于荆州创文来说意味着什
么》，为荆州创文加油鼓劲。此外，也有极少部
分自媒体长期发表负面、片面言论，唱衰、抹黑

荆州，对此市委网信办将继续联合市公安局、市
扫黄打非办公室等相关部门加强教育引导，探
索建立长效管理机制。

文化旅游、探店类自媒体发展迅速。随着
数字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自媒体种类更加细分
化、专业化，其中，文化旅游类、美食探店类自
媒体已成为重要组成部分。文化旅游类自媒
体多立足荆州、辐射全省、面向全国，作品内容
为主播在各风景区进行打卡，配以景区的历史
背景故事解说，“且游且娓娓道来”。此类自媒
体除采用手机拍摄外，也时常采用专业摄像
机、航拍等设备拍摄，画面质量高、清晰度高、
审美价值高，是展现荆州魅力的“小窗口”“小
平台”。在变现渠道方面，此类自媒体多通过
直播带货，对本地特色产品进行线上推广、售
卖，在扮演好“产销对接的桥梁”的同时，亦
可展现一方水土，带活一方经济，是乡村振兴
战略的落实者、推动者。以抖音账号“晓夕”为
例，内容主要为博主“晓夕”在全国知名地标进
行打卡，介绍当地的风土人情、历史故事，娓娓
道来、亲和力十足，与网友互动性强，相对于传
统媒体少了几分严肃，多了些通俗俏皮。该账
号商城内有商品27件，包含湖北清水糯米粽、
秭归伦晚脐橙、武汉热干面、小龙虾、恩施玉露
明前春茶等。

探店类自媒体账号异军突起。随着数字经
济的高速发展，并受当下疫情影响，许多商家更
多将广告植入到抖音短视频中，变“卖链接”为

“卖内容”，通过拍摄生动活泼的探店类短视频，

对店内美味食材、就餐环境等进行直观展示，更
快吸引受众。此类账号内容画面感、故事性强，
博主颜值高、语言风趣幽默、亲和力十足，所拍
摄的美食令人垂涎欲滴，吸粉和变现能力强。
同时，此类自媒体也侧面反映我市经济、社会、
文化发展水平，是荆州对外展现自身魅力的小
切口、小窗口。以自媒体账号“Made in荆州”
为例，视频内容为 2 位女生组成“探店小分
队”，陆续前往网红餐厅、物业小区、知名景区
等场所进行打卡推介，视频平均点赞量
2000+，效果较好。

情景剧类、才艺展示类自媒体仍为重要组
成部分。自媒体已成为人们日常休闲、娱乐的
重要途径，情景剧类、才艺展示类自媒体仍占据
着重要地位，通常采取如下方式运维：一是通过
打PK、连麦等形式提高账号人气，直播中采用
喊话、搞怪等幽默娱乐手法，引爆现场气氛、吸
引粉丝们刷礼物。以本地网红“九红哥”为例，
每晚与全国其他网红主播连麦PK、打擂台，聚
集火爆人气，每场观众人数破万。二是选择在
洋码头、荆州古城墙、滨江公园等本地知名景区
进行才艺直播展示，歌声、琴声悠扬动听，艺术
感强，“线上”受众与“线下”观众齐嗨，氛围浓
厚，也侧面展现了荆州形象。三是拍摄搞笑公
益类短视频，通过发布带有浓厚方言味的搞笑
视频段子，向大众传递一种地域性强、真实朴素
的道德观、价值观。以抖音号“筒锅和梅子”为
例，用“松滋式普通话”讲述农村故事，内容接地
气、受众多，平均点赞2万+。

荆州自媒体现状分析

只有“大流量”，没有“荆能量”。此处所指
的“荆能量”，指该自媒体对荆州的对上对外宣
传所产生的正能量、正导向。纵观我市100w
粉丝以上的自媒体号，有一个共性，就是视频
内容的属地性不够强、地域特色不够明显，“讲
好荆州故事、传播荆州声音、展示荆州形象”还
做得不够。如松滋属地抖音账号“陆爷小作
坊”，为松滋当地某酒产品的推介账号，粉丝
274.6w，视频内容为展现大爷们农闲时唱歌跳
舞的生活场景，拍摄背景多为田间地头、山野乡
村，较少展示明显的松滋当地标志性建筑、地
标，受众不能立刻知晓作品在何处拍摄，对松滋
的本土宣传较为有限。另如抖音账号“亿元亿
元”，粉丝169.5万，IP定位为荆州，内容为某美
女的日常运动、生活的场景，语言幽默、镜头切
换快、现代感十足、观赏性强，但视频中很少出
现荆州元素，“看不出是在荆州所拍”。再如抖
音账号“九红哥”，粉丝285.7w，视频平均点赞
2w，其抖音中除了一则视频为其向监利市英勇
救人的快递小哥王静家属进行捐款的公益视频
外，其余大多为展现原创的秧歌舞，未较好凸显
荆州元素。综上案例所述，即便具备了大流量
IP，若不能与荆州本地特色、亮点挂钩，将“荆
能量”汇入“大流量”，则该IP只是一个具备属
地IP、而不具备属地特色的账号，对于我市上
宣外宣的意义不十分明显。

只有“荆能量”，没有“大流量”。荆州是国家

历史名城，是古老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滨
江城市，建城历史3000多年，先后6个朝代、34
位帝王在此建都，历史上有大批文人墨客曾在荆
州吟诗作赋，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是一座
名副其实的“有故事的城市”。由此，也衍生了一
批“知荆州、爱荆州、兴荆州”的人士，他们大多在
荆州居住良久，有着浓厚的乡土情怀，深耕于荆
州的人文历史，致力于将荆州的历史文化对外
输出，“讲好荆州故事、传播荆州好声音”，是荆
州历史文化背后的挖掘者、转换者、传播者。然
而，此类账号多为凭借运维者的历史情怀与家
乡情结进行日常拍摄、运维管理，拍作品多为业
余爱好，缺乏专业的孵化、策划、包装、引流，商
业性不浓厚，尽管具备了好内容、好故事、好画
面、好声音，但粉丝量始终维持在一个限定范
围。例如抖音号“在荆楚逛老街”，内容为作者
穿梭于荆州的各条古街古巷之间，讲述古街背
后的历史人文故事，剧情性强、画面生动，第一
视角将受众带入场景。然而粉丝量只有1.9万，
账号内没有商品。另一账号“这里是荆州”，作
品画面多集中于荆州的街头市井，展现荆州市
民平凡生活的点点滴滴，琐碎、朴实中带着感
动，具有浓厚的故土情怀。然而目前粉丝量仅8
万，未开展带货，流量变现不够。另有抖音账号

“DENG-邓双”，运维者29岁，为视觉中国签约
摄影师、星球研究所特约摄影师，标签为“人在荆
州，拍摄荆州”。该账号作品内容多为超高清航

拍，配以当下流行的文案，拍摄画面优质、剪辑流
畅，荆州地标元素十分突出，几乎每一个视频都
很好的宣传了荆州，然而粉丝不到1万人。例如
微信公众号“天堂电影跑片员”，发布《这个沙市
人民心中的最大骄傲，终于又杀入全国前六》一
文，讲述了活力28沙市日化的风云变迁、兴衰历
史，为荆州的本土企业加油鼓劲，单篇阅读量达5
万。然该公众号运维者为业余写作，写微信公众
号只是业余爱好。综上所述，单凭个人爱好、情
怀进行自媒体创作，缺乏必要的流量扶持与产业
支撑，运维者的创作积极性难以长久保持，从经
济成本看也无法持续，因为创作、拍摄需要时间、
精力成本。

有“荆能量”和“大流量”，没有“好销量”。
今年5月16日，市委书记吴锦在自媒体、新媒体
融合发展座谈会上指出：“荆州人接受新生事物
快，且楚文化、荆州古城、荆州美食等适合深挖
和推介资源很多，但我在抖音、今日头条上刷到
我们的货品偏少。”指出荆州自媒体当前存在的
明显问题之一——“缺乏产业支撑，流量变现
难”，纵使有“荆能量”和“大流量”，汇聚不成“好
销量”、无法实现商业变现，最终也不可持久，无
法推动发展“高质量”，成为城市GDP的一部
分。以抖音账号“晓夕”为例，该账号兼具大流
量（粉丝量161.3W）和“荆能量”（运维者为荆州
市文化和旅游推广大使），账号商城内有商品29
件，只有1件荆州产品（洪湖农家泡椒藕带），这

侧面说明该账号背后的本地产业支撑力度不
够，没有将荆州本地特色产品与该账号进行产
销对接，将“大流量”“荆能量”快速汇聚为“好销
量”。以抖音账号“陆爷小作坊”为例，尽管粉
丝量超200万，但该账号商城内只有5件商品，
且无松滋本地产品，商业变现潜力有待深挖。
再如自媒体账号“九红哥”，粉丝量285.7w，具
备了“大流量”，但其账号商城里多为电蚊香、卫
生纸、洗衣液、口罩等日用品，商品产地遍及全
国各地，非荆州本地特产。

综上所述，“荆能量”“大流量”和“好销量”
缺一不可、互为补充；地域特色、商业运维、产业
支撑互为因果、共同驱动，形成良性闭环。若

“荆能量”和“大流量”不能转换为“好销量”，则
该自媒体账号只是一个对上对外宣传、展现荆
州的公益账号，长期来看不可持续，因为为了生
存，运维者势必将目光放到更具有商业价值的
地方，IP的荆州特色也将逐步消失。若仅有“大
流量”和“好销量”，没有“荆能量”，则该账号失
去了对于我市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某种意义。因
此，要转换思路、扩展视野格局，建议以政府为
主导、商业公司为运维、本地特色产业为支撑，
孵化1-2个地域特色明显、受众众多、产业支撑
力强的公众IP账号，从根本上打通产销隔阂，构
建“三位一体”总体格局，让“荆能量”产生“大流
量”、汇聚“好销量”，最终推动发展“高质量”，为
建设区域性中心城市贡献力量。

自媒体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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