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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黄河云平台为依托

加快推进宁夏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的对策建议

建设全媒体传播体系是我国媒体深度融合进程的重要方向，

也是坚持和完善舆论引导工作机制的关键内容。作为我国全媒

体体系建设的重要一环，省级融媒体平台处于承上启下的“中

游”位置，作用十分重要。我区于2020年筹备建设宁夏黄河云

平台，2022年1月1日正式运行。经过两年多的运行，宁夏黄河

云平台已初步成为我区具有较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

信力的权威媒体发布平台。充分发挥宁夏黄河云平台作用，不

断完善协调机制、增强内生动力、加强人才培养，是加快推进

宁夏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的有效途径。

一、全国主流媒体平台化发展概况

各地主流媒体平台化发展之路各异，成效差别较大。总体

来看，全国各省区发展模式主要分为五大类：

（一） 省级电视台独立运营。目前，全国共有广东、江苏、

山东、湖北、福建、河南、四川、山西、安徽、广西、辽宁、

吉林、西藏13个省区采取这种模式，也是目前的“主流模式”。

河南省是首个通过“国家级标准”验收的省级融媒体平台，“云

上河南”移动新媒体平台为各县级融媒体中心新闻产品的共享、

分发提供技术服务和渠道支持，实现本地化、差异化的内容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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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河南广电打造的“大象新闻”客户端主打民生“帮忙”特

色，近两年快速崛起，实现“破圈”。

（二） 省级日报独立运营。全国共有 4个省区采取这种模

式，分别是新疆、内蒙古、甘肃、湖南。这些平台由日报社独

立运营，广电并未参与其中。例如，内蒙古“草原云”虽为省

级融媒体平台，但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另行打造的“奔腾融媒”，

在用户数上规模更大，传播力上更具影响力。类似情况的还有

“新湖南云”，虽由日报社运营，但湖南广电打造的“芒果TV”

已在业界树立标杆。

（三）广电、报纸联合运营。全国共有4个省区采取这种模

式，分别是天津、海南、江西、重庆。天津、海南两省前期已

实现电视台、报社机构合并，归口建设由合并后的传媒集团统

一运行。江西广电和报社以各自旗下“赣鄱云”和“赣云”为

基础，进行联合运营。重庆以广电和报社原有的“两江云”和

“上游云”为基础建设平台。这种模式是充分利用广电和报社已

建成的云平台进行整合，由于电视、报纸生产流程、技术要求

差异较大，融合效果还有待观察。

（四）新型媒体集团运营。该模式全国仅有一家，又称“河

北模式”。长城新媒体集团是河北省重点打造的第一家以互联网

为主体的新型媒体集团，该集团重点打造的客户端“冀云”，优

势在于重点向新媒体端发力，没有传统媒体运营负担，但是在

实际操作过程中，与河北日报、河北广电形成实质上的竞争，

－－ 2



各家资源难以得到整合利用。

（五）其他运营模式。全国共有8个省区是结合本地实际情

况，开展其他运营模式。其中，陕西、黑龙江分别由当地广电

网络公司运营；青海、北京均由当地宣传部管理，青海由青海

电信建设，青海互联网中心运营，北京由歌华传媒集团建设运

营；贵州、上海分别由当地网站建设运营；云南由云南日报社、

广电网络、云南电视台联合打造，只提供技术底座，不运营客

户端；浙江全省90个县区平分为两部分，由日报社“天目云”、

广电“浙江蓝云”分别运营，各管一摊。

二、宁夏黄河云平台发展现状

目前，黄河云平台已经实现与宁夏广播电视台所有业务部

门近 50档栏目、节目互联互通，全区 5市 14个县区每年依托

黄河云平台生产制作发布新媒体产品超过 3万条。经过两年多

的运行，2023年黄河云全年上传稿件 24万篇，总阅读量 7300

万，客户端总下载量超过 70万人次，在生产发布流程再造、

聚合资源集约发展、统一调度联合报道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

效。黄河云平台建设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尚未完全达到

国家对省级融媒体平台的建设要求，与国内先进省区相比仍

有一定差距。

（一）黄河云平台调动全区媒体资源力量不足，全区“一盘

棋”亟待激活。从定位上看，黄河云平台在宁夏广电、全区媒

体“一体化”融合中，功能定位还不够明晰。

－－ 3



（二）黄河云平台发展面临多重壁垒，连接用户潜力仍有待

挖掘。“黄河云视”客户端日均活跃用户数在1000—2000之间，

在内容产品上，没有找到明显区别于央视频、抖音、快手等平

台的定位；在服务上，没有构建起区别于支付宝、微信服务、

我的宁夏等平台的特色服务。

（三）黄河云平台面临技术升级挑战，平台物质保障相对薄

弱。一是黄河云平台建成后受资金限制，迭代升级频率低。二

是受相关安全要求限制，黄河云平台现有媒资共享库和各媒体

单位媒资系统难以打通。三是黄河云平台现有工作流程难以满

足所有媒体单位个性化需求。四是专业技术人员不足。

三、宁夏黄河云平台发展对策建议

为落实上级指示及文件精神，课题组对宁夏日报、市县融

媒体中心进行充分调研，结合全国各省区省级融媒体平台建设

经验，建议黄河云平台由宁夏广电主导运营，拟从加强统筹管

理、完善机制建设、提升平台技术能力等维度有序推进工作，

全面建强用好宁夏黄河云平台，构建起“对内抱成团、对外一

张牌、全区一盘棋”的区域媒体大融合格局。

（一）进一步明确黄河云平台发展目标定位。黄河云平台作

为自治区党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宣传文化“十大工程”之一，应

力争在 5年内打通全区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素材库，建立覆盖广

播、电视、报纸、网站等业态的统一选题池，通过一体化调度

指挥机制和生产流程重塑，逐步将黄河云视客户端打造成为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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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最大、最有影响力的新闻客户端。

（二）主动融入全区媒体一体化路径图。联合自治区各级媒

体单位共商共议，在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的指导下制定出台《黄

河云平台全区一体化发展规划》，分步骤推进全区媒体一体化工

作，即以黄河云为统一技术支撑底座，各级媒体客户端呈现百

花齐放的格局。

（三）优化黄河云组织架构。全国其他省区，尤其是一些头

部新媒体平台工作人员配置均超过数百人，科室部门设置更为

精细、资金投入较大。结合其他兄弟台经验，应围绕黄河云平

台建设要求，构建符合自身实际，体现发展要求的合理组织架

构。可设置以下业务科室：（1）产品事业部：负责融媒体产品

策划生产等。（2）发布事业部：负责黄河云视客户端运营等。

（3）网络运维直播部：负责网络直播、网络及服务器维护工作

等。（4）软件研发部：负责黄河云视客户端运维、软件开发、

技术支持等。（5）品牌运营部：负责品牌宣传推广、舆情大数

据分析应用，拓展合作等。（6）行政事业部：传达各项宣传指

令，完成中心行政及党建工作。在此基础上，黄河云还应根据

事业发展进度动态调整工作人员配置，例如预留“人机交互技

术部（AIGC）”，推进AI技术在人工智能媒体融合创新中的应

用；预留MCN事业部，拓展全新运营领域。

（四）打造黄河云“本地化”独特媒介景观。宁夏黄河云将

依托宁夏广播电视台党媒公信力，深耕“本地化”资源。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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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五大内容板块，将黄河云视客户端建设成为宁夏最权威、

最实用、最贴心的本地生活掌上应用宝典，可分为本地新闻资

讯板块、特色文旅版块、政务服务版块、垂类兴趣圈层、智慧

城市生活版块等。

（五） 完善黄河云“平台+N”架构。宁夏广播电视台应以

黄河云视客户端为“基本盘”，陆续实施一系列资源整合项目，

不断丰富平台内容，提升用户体验。开发建设的我区首个新媒

体优质声音共享频道“宁听”；以电视专栏为基础，开通“宁

看”频道，用户可以便捷查看区市县三级媒体品牌栏目内容；

整合市县媒体资源上线“市县融”频道，在黄河云视客户端频

道内嵌市县区自有客户端跳转按键，实现区内多个媒体客户端

相互引流，抱团发展等。

（六）提升技术能力，不断拓展技术宽度。建强用好黄河云

平台，必须加快新一代数字技术在媒体一体化融合发展中的应

用。2024年，黄河云将集中精力完成3.0系统上线，重点发力人

工智能，对策、采、编、发全流程功能进行优化，实现信息内

容、技术应用、平台终端、管理手段深度共融互通，有效提升

设备使用效率和内容生产效率。

（七）加大政策支持保障力度，培育平台“造血”能力。根

据目前黄河云平台发展现状，自治区党委政府仍需持续加大资

金扶持力度，助力培育平台快速发展。通过延伸平台“媒体+”

的内涵与实质，探索开展人工智能、软件开发、智慧社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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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新型传媒业务，盘活各级融媒体中心运营体系。

（执笔人：宁夏广播电视台　吴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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