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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江陵

除了浏览、检索，我对网络知之甚少，连 WI-
KI、TAG、RSS、SNS 的基本概念都没怎么搞清楚。
所以，尽管对这个话题有兴趣，但我的一些想法可

能十分肤浅，那就作为引玉之砖吧。
一.多听取年轻人的意见和建议

眼下，完全无视、从不“借光”网络资讯的纸媒

恐怕没有， 但对网络内容的利用局限于文摘的相

当普遍。 这让我想起一段往事：
几年前， 我的外甥女婿从南方报业集团跳槽

去一家网站。 对此，我很不理解：南方报业集团影

响力大、待遇好，学新闻的，能在这样的单位干，求

之不得了，网站哪里比她更强呢？
外甥女婿的解释是，网站的世界更精彩。
我请他具体说说。他当时讲了不少东西，但我

因对网络太生疏，听得云里雾里、似懂非懂的。
一晃几年过去了， 我外甥女婿所去的网站快

上市了，而更让我折服的是：他们将网站与手机联

手、把新闻向社区渗透的做法，显然是富有超前意

识的正确选择。
纸媒目前的领导多半不那么年轻了， 加上工

作繁忙，接触网络必然有限，而纸媒如何挖掘和利

用网络富矿，需要他们拍板。所以，这方面的决策，
应多听听年轻人的意见和建议。

或许，年轻人对纸媒的了解不够深入，也不清

楚如何将网络的宝藏转化为纸媒的可利用资源，
但起码他们更熟悉网络，知道网络里有哪些宝藏；
更熟悉网民，知道网民的需求，而网民的数量远远

超过任何一家纸媒的受众。
二.文摘只利用了网络的“冰山一角”
纸媒目前利用网络比较普遍的一种方式是文

摘， 有数个甚至数十个文摘版的。 不是不能搞文

摘，但文摘毕竟是“二道贩子”，而原创才是纸媒安

身立命的根本， 过于依赖文摘恰恰反映出纸媒创

新的不足和同质化的倾向。
打个不一定恰当的比喻， 网络是个蕴有无数

宝藏的大山，文摘只是利用了其“冰山一角”。 而

且，这个“冰山一角”并没有体现网络的强项和精

华，网络里的众多“稀有金属”被束之高阁，无疑是

一种资源的浪费。

三.许多特色网站值得推介

网络的强项和精华难以一一列举，我觉得，推

介特色网站， 应该是纸媒利用网络强项和精华的

一个切口。
在我所接触的有限范围里， 印象较深的特色

网站有：
1.果壳网
“手机和银行卡不能放在一起”；“加油站不能

打手机”；“食碘盐防辐射”；“孕妇要穿防辐射服”
……它甚至比许多媒体更关注现实的热点， 而众

多流传甚广的说法，都被它一一粉碎。
因为深信“对于科技知识的需求，是一个没有

被满足的蓝海”，深知“科学就像一枚枚难以开启

的坚果，虽味美却不易入口”，它希望“像松鼠 一

样，打开科学的坚硬外壳，将有营养的果仁剥出

来，让人们能够领略到科学的美妙”；因为致力于

“让科学流行起来”，它的写作“有趣而严谨”。
缺乏动力是科普步履维艰的重要原因， 而它

的商业化传媒运作方式———在提供的有科技含量

的内容里“包含一些科技品牌信息”相当成功：虽

然一清二白的页面上没有任何广告栏， 但熟知品

牌技术背景、依赖策划的服务模式，赢得了包括通

用汽车、通用电气、IBM、3M、宝洁、欧莱雅、大众、
奥迪等品牌的青睐，年收入早已超过千万，养活了

团队，养活了公益。
它就是将科普的许多难题迎刃而解的果壳网。
2.点名时间
在“点名时间”上，你可以发布梦想计划，并设

定一个筹款目标，其他人自愿决定是否出资支持。
如果在期限内完成筹款目标， 便可用这笔钱去完

成梦想，而网站从中抽取 10%的佣金。 如若不能

完成目标，则大家都一分钱也拿不到。
“点名时间”不是创投平台，也不是慈善平台，

主要面向一些有创意却未必有很大商业潜力的梦

想。目前网站首页上等待筹资的，包括留守儿童纪

录片拍摄计划、摄影暗房工作室计划、青年旅舍筹

建计划等等。
这个网站创办一年来， 已经上线了三百多个梦

想。 随着一个个梦想的流传，网站自身也在迅速发展。
宣传报道这样的网站，既是对“一份有价值观

的事业” 的认同和支持， 也是以实际行动鼓励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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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也能吸引读者———不是说“每个人心中都有梦

想”吗？
3.多看阅读
一本《源氏物语》，内附上百页的高清彩绘插图，

排版设计创造了多项行业技术突破， 连同配套的互

动服务，标价 18 元，价格不到纸质版的七分之一。
书的排版精良，字号字距都经过标准化处理，

有图文混排，能够适应在各个平台阅读，所有阅读

数据都可以同步，书摘和批注都会被保存。
如果读者在看书时发现了阅读的问题， 通过

点击屏幕就可以直接输入修改建议， 建议会被发

送至多看的邮箱， 有专门的编辑团队根据意见进

行修改。一旦修改完成，在书城客户端会自动生成

新的版本，供读者实时更新……①

对网络阅读，有人嗤之以鼻，认为其不可能挑

战纸质阅读，更别说取而代之了。 看了以上对“多

看阅读”的介绍，不知他们是否还那么坚持自己的

观点？
无论传统媒体，还是文化产业；无论创新者，

还是创业者，从价格合理，支付简易，把阅读体验

做到极致再极致的“多看阅读”身上，不都能得到

一些有益的启迪吗？
也许有人会说，这些网站大名鼎鼎，还宣传她

干嘛？ 首先，这些网站的声名远播，也是宣传的结

果；其次，我只是以此为例说明，网络已经积聚了

太多的奇思妙想并且还将集聚无数的奇思妙想，
已经帮助很多人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并且还将创造

更多的奇迹。 换句话说，特色网站太多了，担心特

色网站数量有限，开设介绍专栏难以为继，无疑是

杞人之忧———只要我们去寻找、挖掘，只会美不胜

收，绝不可能劳而无获。
四.采访报道网络风云人物

传统习惯上，地方报纸一般只聚焦本地人物，
而不把外地人作为自己的报道对象。

这有一定的合理性： 接近性是新闻价值的表

现之一，新闻会因与读者相关而受到更多关注。
但网络风云人物应该是个例外。因为，网络是

大家共享的，不同地区的读者会了解并关心、喜爱

或厌恶同一个网络风云人物。
比如医生哥波子。他是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

过去，像他这样的地方官员的观点、思路，其它地

区的人很少有机会了解， 而网络让这一点变得非

常容易。 所以，他的影响力绝不限于广东，很多外

省的医疗卫生工作者、 患者以及重视卫生健康的

人，都会收藏他的博客，进而希望了解他的一些基

本情况。写写医生哥波子开博的初衷、开博遭遇的

酸甜苦辣以及新近发生的一些新闻， 社会关注度

应该不会低。
不仅是知名度较高的博客写手， 点击率较高

的拍客、播客，也可以成为报道对象。比如，挖掘出

“中国阿甘”郑心意、“西单女孩”任月丽、制造山寨

潜水艇的农民小伙陶相礼等温暖、 打动万千网民

的网络红人， 原创网络视频累计点击量已高达三

亿多人次，在“嫦娥一号”发射现场，惟一一名以

“拍客”身份与其他众多媒体进入发射现场拍摄的

“芝麻拍客”。 许多人从他身上应该都可以得到不

同的启示。 如， 做媒体的可以反省典型该如何确

定、捕捉、挖掘；搞摄影、摄像的可以了解怎样把个

人兴趣爱好与社会需求结合起来； 普通人则可以

明白：只要有追求并坚持，“芝麻小人物”也一样能

活出精彩。
能在网络掀起一些波浪的，并不一定曝光率高。

比如，“花果山总书记”一共也只发了几十条微博，但

不妨碍他俘获了大量粉丝， 且大多微博转发评论逾

千。 网络风云人物多有贴合时代精神、接轨社会需求

的因素。 比如，在微博还没有红起来时，“花果山总

书记”的微博就有意识做了无线互联网简史、佛教

简史，以及一度很火爆的“如何在微博扮上流社会”
系列专题，而真正让他红起来的是鉴表系列《花果

山名表指南》。 《花果山名表指南》能吸引公众的注

意力，概括起来主要有两方面：关注焦点事件中的

焦点人物；提供更专业的东西。 前者满足了网友对

于贪腐行为的关注； 后者因专业性、 知识性和趣味

性，令很多网友大开眼界并变为他的粉丝。 ②

有人或许觉得，网络风云人物多比较敏感，不

适宜写。应该承认，有的网络风云人物确实比较敏

感。 但敏感不意味着不能写，而是要看你怎么写。
事实上，敏感如“花果山总书记”，不也有传统媒体

在报道吗？
写网络风云人物， 不仅要反映其在网上有哪

些影响力， 还要回答他们为什么能产生这样的影

响力。 如，著名网络播客胖大海深受网友们喜爱，
当然与他拥有“最尖锐的话语，最毒的眼光，最刻

薄的嘴”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他植根于草根阶层，
热心点评老百姓的身边事。 此外， 他注重与时俱

进，与强手联合———先加盟北京电视台开设《七日

播客》节目，成为中国播客正式走上主流媒体的第

一人。 后签约光芒传媒，借助于 P2P 流媒体技术，
使播客升级为视频播客， 实现了从网络电台到网

络电视台的飞跃， 观众在收看节目直播的同时还

可以发贴评论参与互动。
五.用活网络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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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认为，“青年调查” 版是中国青年报的

一个亮点———能写漂亮文章的纸媒很多， 但很多

漂亮文章因缺乏科学数据的支撑而跛足。 中国青

年报的调查版在写作上当然也有改进提高 的余

地，但仅占有科学调查的数据这一条，就使其具有

独特的价值。
支撑中青报“青年调查”版的除了麦可思（第

三方教育数据咨询和评估机构， 专精于就业能力

测量与评估）、第一调查网（一个为所有会员提供

参与调查发表意见并获得收益的平台）的调查，中

青网也经常组织读者调查，还欢迎任何“只要您通

过问卷调查，或者访谈观察了某个话题，并撰写成

文”上传。
对网络组织的各类专题调查， 虽然有专家认

为，由于目前样本的选择不够科学，调查的结论只

能供参考。 但我觉得，一方面，已经开发出的一些

网上调查软件，可以减轻或避免上述问题；另一方

面，网上调查的优点不容否定。 比如，及时性和共

享性———网上调查是开放的， 任何网民都可以进

行投票和查看结果， 而且在投票信息经过统计分

析软件初步自动处理后， 可以马上查看到阶段性

的调查结果； 便捷性和低费用———实施网上调查

节省了传统调查中耗费的大量人力和物力； 交互

性和充分性———在网上调查时， 被调查对象可以

及时就问卷相关问题提出自己更多看法和建议，
可减少因问卷设计不合理导致调查结论偏差；可

靠性和客观性———实施网上调查， 被调查者是在

完全自愿的原则下参与调查， 因此问卷填写信息

可靠、调查结论客观。
所以，纸媒牵手网络，应设法充分利用网络的

这一优势。 如，合理的房价是上下共同的期盼，但

何为合理的房价呢？ 房价房租比是国际通用的可

以被用来衡量是否存在房地产泡沫的指标之一。
但有人认为， 这种计算方法不能套用到我国。 因

为，国外和我们在租金内容方面大不相同。国外还

要交营业税、所得税以及 1%左右的房产税，所以

房租相对高一些。我们这三种税都还没有开征，租

金必然低一些。其次，国外的房地产是既买房也买

地， 我国是买房租地———土地是国家的，70 年租

金。 国外投资房地产像买古董，越老越值钱；中国

购房买的是女人，一老铁定没人要了。 所以，不能

用租售比指标衡量中国的房地产。
还有人认为，美国人口高度流动，处于一种迁

移社会文化。美国人只在乎有个地方住，并不在乎

是否拥有房子所有权， 所以买房还是租房往往只

算经济帐。中国人落根文化根深蒂固，买房还是租

房，要算的帐很多，包括房子是财富象征、娶老婆

的筹码；拥有房子所有权，住得才放心；很多城市

买房和落户挂钩，没房不能落户，不能落户意味着

所有城市人的福利几乎为零。所以，美国的租售比

不宜简单地搬用到我国。
还有人认为，租售比与投资预期相关。由于写

字楼面向的群体没有像住宅那么广泛， 一般购置

用于自用，投资不太活跃，致使很多写字楼出现租

价高但售价低的情况。 很多人买房子追求的不是

租金收益，而是作为抵御通胀、短线获利的手段，
是预期房价上涨再转手获利。

这些说法都有一定道理， 但都缺乏相关数据

的支撑，所以尽管争得热闹，可谁也说服不了谁。
反之， 如果依托网络开展专题调查， 掌握相关数

据，发言定能让人感到解渴、信服。
六.开发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独家产品

人无我有，就能形成核心竞争力。纸媒牵手网

络， 也应该开发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独家产品。 当

然，这里所说的“有”，必须是市场需求的。
2012 年 7 月 24 日新京报刊登的 《记者在越

野车上验证网络流传破窗方法》，对纸媒牵手网络

也是有启发的：选择网民普遍关心的一个话题，组

织验证，操作起来成本不高。 实在花钱多，找赞助

商应该也很容易；结论有现实指导意义。纸媒如果

定期搞点这样的东西， 既是对报道内容的一种扩

展，也是吸引读者的一个亮点。
人民日报出版的《网络舆情》杂志，也是一个

利用网络资源的成功典范。 这份杂志被网友调侃

为史上最贵杂志，每年订阅价格是 3800 元。 此外，
人民日报的舆情监测平台，提供咨询、顾问、建议和

培训。 他们有自己开发的搜索引擎，180 多位工作

人员当中，相当一部分是技术人员。 他们的商业服

务对象包括党政机关、央企、NGO 等等。 商业化经

营部分，由人民日报全资公司“北京人民在线网络

有限公司”运作，2011 年经营收入达到数千万元。
当然， 开发产品对相关人员的学识素养有很

高的要求，但在新传播时代，传统媒体必须花大力

气培养和引进人才，攻坚克难，才有望在全产业链

的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
（作者为新华日报新闻编辑中心副主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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