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意绽放的背后，地方新闻网站

却并不乐观。“国内几大商业门户网

已成气候，地方新闻网要再冒出个全

国门户已不可能。” 网络传播界专家

闵大洪抵湘参加“红色故土行”活动，

与数位湖南网媒从业者探讨地方新

闻网站前景时断言，地方新闻网站内

容同质化严重， 可持续发展成问题。

“吃不饱饿不死”，最后，他得出这样

的结论。

此时，报纸停刊破产的消息频频

从国外传来，令国内纸媒从业者忧心

忡忡，再次纠结在“报业冬天是否到

来”的口水战中。

其时的华声在线和三湘都市报，

虽然同属湖南日报报业集团，但人员

和机构各自相对独立，纸媒庞大的采

编资源没有充分利用，网络传播潜能

也没有充分开发。

结合的冲动在报纸和网站间相

互发散，报网记者、编辑之间的互动

合作悄然展开，似男女主角的恋情还

没有公开。

动机显而易见。对于地方都市报来

说， 一则报纸消息经过网络二次传播，

可以被全国乃至全球上亿网友同时分

享， 其强大的传播力谁都无法忽视。而

对于网站来说，短时间内培养一支高素

质的强大采编队伍几乎不可能。

若守成不变，在互联网孕育的巨

大机遇面前，地方都市报与地方新闻

网站都会面临市场萎缩的危机。

僵局打破。2009年3月3日， 湖南

日报报业集团的决策者们高瞻远瞩，

准确把握全媒体业态演变趋势，启动

新媒体提升传统媒体战略转型： 将旗

下三湘都市报、 华声在线和每天传播

网整合，组建三湘华声管委会，由华声

在线董事长薛伯清出任管委会主任。

这一大胆变革，为媒体融合扫除

了体制障碍。消息传出，一位网媒老

总在博客中用“惊人”两字形容。评论

人士陈壶则指出，“用网络媒体的新

兴力量带动传统媒体的复苏，将是一

条具有重大含义的新发展道路”。

这是一条怎样的新路径呢？

新成立的“三湘华声管委会”确

定的战略是：融合创新，对内容制作

流程和组织架构重新整合，用3到5年

时间，打造一条成型的全媒体产业链

条，并力争实现资本市场的突破。

对于湖南日报报业集团2009年

春天的这场改革， 后来有媒体评论

称，“虽然仍带有行政色彩，但放眼全

国，在体制上亦是真正突破。”

先有破，后有立！正是这样一次

“体制上的真正突破”，建立了全媒体

融合的有效机制，彻底破解了许多媒

体集团融而不合的难题。

整合后的三湘华声初具全媒体

产业集团的雏形，拥有一条成型的传

播链条： 报纸———《三湘都市报》，杂

志———《华声》， 网络———华声在线，

手机新媒体———手机报，以及户外新

媒体———每天传播网。

三湘华声大融合由此拉开帷幕。

破中立，立中破！

2009年3月，初春，是华声在线融合创新的关键时间点。也是中国互联网的春天。报告显示，中国网民突

破3亿。即便在国际金融危机重创实体经济的背景下，互联网发展势头依然不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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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就是不断创新的媒体

2010年9月29日， 华声在线股份有限公司创

立大会将在长沙举行。

她正以豪迈的心情，叩击资本市场大门。

成立近十年的华声在线， 正值青春年少。这

十年，她曾经筚路蓝缕，始终坚韧不拔，一直致力

创新。这是华声的历程，也是华声的品格，更是华

声的情怀。

脱胎党报，融入市场。一个完全依靠市场，并

且在市场硝烟中打拼出的省级网站，跻身重点新

闻网站国家队十大品牌，凭的是什么？

身居湖南，吐纳天下。一个偏居一隅的地方

网站，代表中部六省入选全国首批重点新闻网站

转企改制试点单位，凭的又是什么？

“从来没有新媒体， 只有不断创新的媒体。”

华声在线的成长经历始终流淌着创新的血液。

湖南味道，中华声音。从曾经“蓄芳待来日”

的内敛，到今天“花开春自来”的豪迈，再到迈入

资本市场门槛后“居高声自远”的期许，华声在线

从论坛创新，到聚合创新，再到融合创新，一步一

个脚印，走得踏实，走得从容，也走得坚定。

论坛创新，是追求“无为”的“有为”之治，是

对网络互动本源的理解和尊重；聚合创新，是以

体制创新和技术创新为基础，推动的内容创新和

营销创新；融合创新，则是准确把握全媒体业态

演变趋势，用新媒体的建设整体提升传统媒体。

其实，华声在线的论坛创新、聚合创新与融

合创新， 就是华声在线不断发展壮大的三个阶

段、三个历程，也是华声在线的“三级跳”。

创新，为华声在线赢得了地位，赢得了机会，

更赢得了未来。

文化产业没有产能过剩， 只有江郎才尽。下

一站，华声在线将借助股改契机，重新进发，超越

前行，开启下一次的创新。

为铭记华声在线这一次新的出发，本报将连

续推出《挟互动之力》、《起聚合之

势》、《行融合之道》三篇报道，对华

声在线的论坛创新、聚合创新和融

合创新一一进行解读。今天，我们

推出下篇———《行融合之道》。

编者按

行融合之道

———写在华声在线股份有限公司创立之际（下篇）

■记者 文新征 王亚奇

创新，打开了华声在线一扇又一扇的风景。

历经十个年头，华声在线从最初一个在网络江湖中苦苦挣扎的“报纸电子版”发展成为一个以互联网为核心的跨媒介、跨区域的规

模化盈利企业。

其年创收能力，与日俱增。论坛创新阶段，百万级收入小有进账；聚合创新时，千万元台阶连连跨越；而融合创新后，亿元俱乐部大

门訇然开启。在外界看来，这是互联网产业春天的温暖，但在我们看来，就是融合后全媒体下的“蛋”。

梳理华声的成长，一股创新的伟力连绵不绝。如果说论坛创新、聚合创新只是量变，那么，始自2009年的融合创新，则以一种坚实

的步伐表达出了质的跨越。正是全媒体下的融合创新，使得华声在线破茧化蝶，在纷乱的网络江湖中卓然而立。

放眼世界，美国在线与时代华纳合并后

越走越远，时至2009年已负债累累，这被传

媒界视为“新旧媒体”水火不容之鉴。

在中国，全媒体融合并没有哪家媒体真

正放手实践，没有既定模式可供借鉴，华声

在线踏上了融合创新之路。

报纸传统运作模式逐步被颠覆，三湘都

市报改采编分离制为采编合一制度。各新闻

采访中心不但是报纸内容的提供者，也是网

站内容建设的责任人、论坛的主持人。

全媒体内容产品生产搭建起“中央厨

房”， 彻底打通了三湘都市报与华声在线的

采编平台，统一架构、统一流程，并催生新的

内容产品形态，“速读”、“华声网事”、“全媒

体播报”、“精英博客”、“华声军事”等互动报

纸版相继走向读者。

2009年4月， 长沙拟对扩建后的橘子洲

入园者收取每人100元门票。 三湘都市报的

系列报道，华声论坛的民意调查，报网联动，

让民意畅通表达，促进了政府与百姓的良性

互动，最终迎来了橘子洲景区的免费开放。

网络论坛与博客，则在报社记者与读者

间搭建起“点对点”沟通渠道，拉近距离。“4

名漂亮女护士集体征婚”、“80后女硕士古诗

征婚”，“花店女老板”、“岳阳打工小伙”纷纷

通过报纸征婚， 同时借助网络互动平台相

亲。“她条件一般，要求男方有房有车，怎么

还有这么多人应征？”别具一格的“全媒体征

婚”，火爆得让网友大跌眼镜。

完整的传播链条，让同一条新闻通过不

同媒介传递给受众。2009年12月27日， 省委

经济工作会议召开，记者用手机从会场发回

简短一句：“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第一次提出

明年城乡居民收入增幅与人均生产总值增

幅基本保持同步”，登上华声在线首页，成为

此次会议首发网络新闻。次日，三湘都市报

则对会议深度解读，读者可通过多种渠道了

解省委的政策方针。

全媒体播报平台———“三湘华声滚动播

报”，让资讯提速，实现24小时不间断报道新

闻。2010年4月8日下午3时许，长沙华银旺和

东风店金太福珠宝柜发生一起持枪抢劫案，

警方迅速抓获两名犯罪嫌疑人。 几分钟后，“滚

动播报”就出现案情报道，与新闻事件同步。

抗洪救灾， 第一时间发布水情雨讯；地

铁施工，率先播报交通路况信息；物价波动、

商品打折、停水停电，便民信息随时可查。

融合创新，焕发出强大生命力。全媒体

理念下的三湘都市报， 不只是资讯载体，也

是拥有互动功能的服务平台、全新的信息服

务商。此时的报纸，谁还能说是“旧媒体”？

全媒体格局下， 新旧媒体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对此，薛伯清比喻为“草”和“羊”的

关系。 媒体融合创新， 就是用传统媒体的

“草”来喂新媒体的“羊”，再用新媒体的“奶”

来反哺传统媒体。

结果是，“草也茂盛了， 羊也更肥了”。

2009年全媒体融合当年，三湘华声整体收入

比上年增长50%以上。其中，三湘都市报广

告收入首次过亿，在全国都市报广告创收下

滑的大背景下逆市上扬；华声在线经营收入

也创新高。

至此，一个新旧媒体“生态圈”已然成型。

“华声购”电子商务平台、“网络电视”相

继上线，华声“微博”和“游戏”频道浮出水

面，手机报群、移动互联网等新媒体产品开

发卓有成效……产业链条不断延伸。

融合创新燃烧了改革的激情。2010年7

月，湖南日报报业集团旗下的《家庭导报》正

式加盟三湘华声全媒体阵营，正在以全新的

模式，改造成一份有会员的粉丝杂志、有渠

道的平台杂志。

除“中央厨房”式内容生产外，“整合营

销” 模式的开创， 也是融合后全媒体下的

“蛋”。

2009年12月25日，湖南首届金融博览会

启幕，吸引了来自银行、保险、证券、期货等

行业100多家金融机构参展。 三湘都市报刊

载《金融知识100问》系列专栏，并推出行业

领军人物、经济学家访谈。与此同时，博览会

开幕网络直播， 银行家们做客华声视频，财

经专家在“精英博客”推出“创富”系列博文，

华声论坛“炒股大赛”热火朝天，财富效应引

发广泛关注。全媒体融合创新下的整合传播

让活动效果得以放大。

融合创新，实现了营销方式的“四个结

合”：即报纸与网络、新媒体互动结合；传统广

告经营与创意营销、数据库营销结合；线上线

下结合；内容营销结合。除“金融博览会”外，

“汽车展览会”、“社区文化节”、“体验式儿童

节”等一系列活动都放大了服务范围。

全媒体组合下，华声在线整合营销搭配

出新的广告形态。客户投放广告，在选择网

站的同时，还覆盖到湖南30万份发行量的报

纸、3600多块党报阅报栏以及100万的手机

报用户， 使传播链条真正成为产业链条，综

合竞争力进一步强化。

融合创新的路上，捷报频传。今年上半

年， 三湘华声全媒体收入同比增长70%，其

中网站收入较去年同期翻番。一路上扬的市

场数据，让华声在线在地方新闻网站的版图

上，异军突起。

然而， 一系列融合与创新上的继续发

力，让这还只是个开始。

“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相融合，走全媒体

发展之路，是湖南日报报业集团创新媒体业

态的开创之举。”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发美

认为，此举在促进媒体多领域发展，特别是

推动华声在线转企改制上取得了实质性进

展。

有意思的是，在三湘华声“全媒体”梦想

出发后，各大媒体纷纷树起“全媒体”大旗。

南方报业集团提出，全力推进从平面媒体集

团向全媒体集团转变。凤凰网新媒体CEO刘

爽高呼：“未来十年,是全媒体时代的十年”。

2010年央视转播世界杯，也首次推行“全媒

体”概念。

一个全媒体时代呼之欲出。

适时而动，顺势而为。契合湖南文化产

业升级的重要时间窗口，华声在线的融合创

新，是对湖南文化体制改革的一次探路。

“准确把握全媒体业态演变趋势，用新

媒体的建设整体提升传统媒体”。省委常委、

省委宣传部部长路建平在考察华声在线时，

对其融合创新充分肯定。

原复旦大学新闻传媒学院院长赵凯评

价说：“三湘华声全媒体实践上的这一小步，

是中国媒体融合创新的一大步，将成中国新

媒体发展的一个典型标本。”

新媒体，旧媒体？

“全媒体”，那时的传媒人对这个名词相对陌生。对于三湘华声所勾勒出的全媒体梦想，人们在疑惑与憧憬中等待。

从“全媒体”梦想出发，不断发力于媒介融合，华声在线阔步走在新闻网站转企改制的前列，一条覆盖网络、杂志、报

纸、手机、数字出版、户外新媒体的传播链条已初步成型。

一小步，一大步……

橘子洲，三湘华声志愿者开展护洲环保行动，多国网友热情响应。

2010湖南汽车展览会， 观展者总人数高达41.56万人次，

销售新车10590辆，创湖南车展史上新纪录。

三湘华声策划的社区文化节丰富了市民的文化生活，图为

“辣椒炒肉”比赛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