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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金报》转型一周年座谈会召开，传播学专家们说

“精耕深耕教育领域，金报这条路走对了”
在媒体深度融合的时代浪潮下，宁波读者熟悉的《现代金报》从2020年1月开始，正式转型成为宁波教育报，走

上了探索“新闻+政务+服务+商务”的创新之路。
转型后的《现代金报》，形成了甬上APP教育版、“现代金报”微信号、视频号、纸质版等融媒体矩阵，在线上线下

打造教师版块、校园版块、学术版块、成长版块、高校版块、学生记者版块等内容，原创性地开辟了“我推老师上头条”
“我是班主任”“金视点”“少年派”“家长帮”“明州教育”等栏目，以“成为宁波市民身边的教育家”为目标，为师生和家
长提供了共同成长的平台。

一年多来，这条转型之路走得如何？6月23日-6月25日，来自国家级核心期刊《中国记者》、新华社、新华网、宁
波高校的传播学专家们，以及宁波市教育局的代表共聚宁波，参加了《现代金报》转型一周年暨央媒看宁波教育座谈
会。他们走进宁波多所学校，走进现代金报社，从教育界的反应，从手机端和纸媒的种种内容呈现，与金报人面对面
交流，全方位了解、多角度探讨宁波这座城市的教育与这份城市教育报。

□现代金报 | 甬上教育 记者 俞素梅 樊莹/文 张培坚/摄

为全国都市报融合转型
闯出一条新路

《现代金报》从一份都市类媒体变
为教育类媒体，这在全国具有领先示
范作用！一年多的发展，金报在媒体转
型的用户细分这方面，闯出了一条路
子，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

传统媒体的转型有两点很重要，
一是提高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
信力这“四力”；二是建立媒体的经济
支持体系，从原来单纯靠报纸广告收
入到现在的多元化业务经营，广告、发
行、政务服务、活动策划等都可以囊括
其中。金报在这两个方面都闯出了一
条路子，转型可谓成功。

通过了解，我的直观感受是，金报
做到了“细分”。媒体转型过程中，有生
产流程的细分，这是媒体内部机制的
创新，而对外则是针对用户需求的细
分，教育新闻资源多，受众多，金报深
耕、精耕宁波教育领域，做的是用户需
求的细分，这个选择非常正确，借用投
资界的一句话说，就是挑选了一条非
常好的“赛道”。

建议金报加强对核心人群——学
生的服务，发挥采编人员的主动性和
积极性，多采用项目制、小组制进行运
营，加强对政务资源的合理、充分利
用，注重数据等信息资源的积累，相信
可以走得很远，为全国都市报的融合
转型闯出一条新路。

深耕教育
需要“往深里走”

作为转型仅一年多的媒体，
《现代金报》融媒体矩阵能做到
这样的程度，非常不容易。如今
全社会对教育越来越重视，在这
样的大背景下，金报转型教育类
报纸深耕教育领域，是一个很好
的开始。

既然深耕教育领域，金报不
能忽视了“往深里走”。比如对职
业教育的报道，记者除了采访学
校的老师、学生，是不是可以让
更专业的人士来说说，这样可能
专业性、可信度会更强一些。记
者在平时的采访中，通过高校专
家、各行业领军人物等，有意识
地储备、积累一批专家资源，一
段时间下来，会很了不得，这会
拓展报道的深度，提升金报团队
的市场竞争力。

宁波有大量教育“亮点”
值得传播

作为曾经的《现代金报》一员，
很高兴看见金报从都市报向专业报
的成功转型。“万物皆媒”的时代，海
量信息鱼龙混杂，向受众提供更专
业、更有深度的优质内容，是专业媒
体机构的生存之道，也是媒体从业
者的价值所在。

教育关乎每个家庭，伴随每个
人的一生。宁波有诺丁汉大学、镇海
中学等大量的优秀教育单位，他们
在理念和实践方面都有很多亮点，
值得我们去采集、去提炼、去传播。
金报转型为教育类专业媒体后，虽
然切口比以前小，但还是拥有大有
作为的广阔天地。

国家赋予浙江建设“重要窗
口”、打造共同富裕示范区的使命，
教育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新华
网作为国家重点新闻网站，希望与
《现代金报》及其他媒体同仁一起，
通过各种融媒体的手段，挖掘、提炼
并向全国乃至全球受众讲好宁波教
育故事，传播宁波教育正能量。

往“大教育”方向
拓宽报道范围

金报是近年来全国都市类报纸成功
转型教育全媒体的很好范例，值得点赞！

转型后的《现代金报》，保留了以往
金报在经济新闻报道中对数字的敏感
性，教育新闻中的数据也用得很好，同
时还保留了擅长爱心报道的传统，保留
了过去都市类报纸的特色，结合社会责
任和社会效益，很好地服务了“双受
众”——学校和家长。

金报通过主流媒体自身的公信力
和影响力，对宁波的教育舆论发挥了很
好的引领作用，有效打击了网络谣言
等，化解或缓解了宁波家长不必要的焦
虑，深刻影响了宁波教育生态，更绿色、
更文明、更丰富。

而我最为欣赏的是，《现代金报·宁
波教育》对区县（市）教育新闻、教育人物
和教育活动的报道，使经常陷于“宣传洼
地”的区县（市）学校、师生，成为宁波市
乃至省级媒体和新华社报道的热点。

建议金报树立“大教育”概念，突破
事件、人物等报道类型，多一些体育、音
乐、美术等素质教育方面的内容。比如，
可以尝试大学生版块，让宁波各大高校
的新闻专业学生们来参与部分内容，并
互相PK一竞高下，这样可以吸引众多
大学生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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