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带着思考做报道 打造智库型传媒 

长兴传媒集团深度调研报道探索实践 

——长兴县融媒体中心 

 

习近平总书记在《把握好新闻工作的基点》一文中提出:“调查研究是新闻

工作者的基本功，是新闻工作者成才的根本途径，只有坚持调查研究，才能把自

己锻炼成思想端正、作风扎实、业务过硬的新闻工作者。” 

在全党上下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的过程中，长兴传媒

集团把“打造智库型传媒”作为努力的方向，于 2022 年 6 月份起开始打造传媒

智库品牌《浙北新观察》，并于 2023 年 6 月推出传媒《内部参阅》，围绕县域

高质量发展主题，不定期推出深度调研类文章，为县委县政府工作决策提供依据，

截至目前，已推出文字智库报道《浙北新观察》82 篇，视频智库报道《比拼》

12条，文字内参《内部参阅》3期，取得一定社会影响力，相关报道也得到了上

级主管部门和县委主要领导的充分肯定。 

那么，长兴传媒集团为什么要做深度智库？具体又是怎么做的？ 

 

一、缘起 

2022 年农历新年过后，全国不少地方都出现了招工难题，长兴也不例外，

记者在一线采访时，了解到长兴在破解人才招引难题时动作频频，尤其是新建人

才大厦和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便有了想要深度报道破解引才困局的冲动。于是

便在 2022年 4月 27日，自告奋勇写了《缺工？长兴有“招”！》在长兴发布微

信公众号上推出，收到了乡镇部门等相关单位的肯定。 

于是，在 5 月 21 日，再次推出《长兴的“一城千面”》，探寻长兴如何提

升城市“黏性”，打造百姓可感可知的共同富裕。 

2022年 5月 30号，《浙江宣传》正式上线，并迅速火爆出圈，这让长兴传



媒看到了长篇深度文章还是有人乐意看的，也看到了在当今时代媒体深度调研的

社会影响力，这更加坚定了我们对标《浙江宣传》，做好深度调研报道的决心。 

当年 6 月份，2022 年长兴县二季度比学赶超会议之前，长兴在经过多地比

对之后，确定省内的桐乡和江苏溧阳作为对标城市，全面学习两地的先进经验，

吸收借鉴，推动长兴发展。在县四套班子领导对两地进行考察前，长兴传媒集团

派出两组采访团队，分别前往桐乡和溧阳，进行异地采访报道，并根据每个地方

的发展特色与亮点，先后推出《用“投行思维”解读县域招商引资》《长兴，不

押注》《溧阳，何止丽？》等 7篇深度分析文章，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也是

自此之后，长兴传媒集团确定了要进一步把深度调研文章做出品牌、打造智库型

传媒的目标。 

 

二、如何做？ 

既然要做，那么怎么做？在有限的人员条件下，既要保证日常新闻播出，又

要兼顾深度调研报道，如何做到平衡？长兴传媒集团从机制到人员安排上都进行

了一系列的尝试。 

（一）组团队建机制 

2022 年 6 月份，明确了打造智库型传媒的目标后，长兴传媒就从当时的采

访部记者团队中，选取 4 人组建智库报道专班，进行初步试水。2023 年 7 月，

又进一步优化工作专班，组建由分管领导负责的智库工作小组，从集团各个科室

抽取业务骨干，打磨智库报道。 

因为之前对于深度调研文章写得比较少，尤其是针对企业、产业等的深度报

道更少，在调研方法及文稿写作的手法上都比较生涩，于是，我们建立了业务学

习机制、选题策划机制、报道反馈机制等三个办法，全面提升团队对调研文章写

作的能力和水平。 

1、业务学习机制：在众多公众号中，选取《浙江宣传》《远川研究所》《饭

统戴老板》《涌金楼》《江南智造总局》《中国经济报》等作为学习对象，每周

不定期对以上公号推送的文章召开学习分析会，讨论报道的视角、手法、语言风



格等，并在自己的调研报道中进行借鉴模仿。 

2、选题策划机制：专班内部每月初碰头商量当月选题，根据县委县政府当

前中心工作、重要时间节点及县域高质量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短板，梳理可以进

行深度调研的选题方向，进行上报。针对确定的选题内容，商量稿件架构、基调、

重要采访对象，甚至有时候对文稿的标题也要进行商量讨论。 

3、报道反馈机制：每次文章完成推送后，在每周业务学习夜校上，会由专

班写作人员分享报道的写作过程与写作思路，科室所有人员对报道内容进行讨论

反馈，尤其站在普通市民的角度，来重点讨论可待进一步改进提升的部分。同时，

还会要求科室成员向自己的家人、朋友问询报道情况，并将意见及时反馈给智库

报道专班。 

（二）梯队化育新人 

在三重机制之下，更多的记者开始接触到深度智库报道的写作，有了一定的

初步印象。在 2023 年年初，借着长兴传媒集团两年一次的双聘和机构调整，我

们进一步扩大了智库报道写作人员的队伍，从原来的 4人小组，进一步向更多记

者、主编等扩展，今年截至目前，已有 10人写作过深度智库报道文章。 

1、中层做表率：在今年传媒集团机构调整之后，我们对新成立的时政经济

部和社会民生部的中层干部，都下发了明确的任务指标，在做好科室管理职责之

外，还需要在重点报道方面带头攻坚，其中深度智库报道和内参报道就是重要方

向。今年以来，在视频类智库报道《比拼》、异地采访深度调研《合力奋进》、

内参报道等方面，都是由中层牵头并带头完成的。 

2、骨干挑大梁：虽然团队成员不断扩大，但由于之前很多人没有从事过深

度稿件采写，所以去年组建的 4 人专班依旧发挥挑大梁作用，在今年完成的 35

篇智库报道中，原有 4人团队完成量占了 70%。 

3、培养生力军：在中层与原有骨干之外，今年我们还在进入新闻岗位 2 年

以内的新人中，尝试培养新的写手。对新人的培养上，我们秉持的原则是“不设

限”，拿掉一切条条框框，由新人自由发挥，《长兴干挑面，吃过才知味！》就

是由刚进集团不到半年的新记者完成的，这篇报道得到了社会上及县委政府政府



领导的充分肯定。 

接下来，写作团队还将进一步扩大，争取团队内每个人都参与进来，形成不

同的写作风格，做到多点开花、百花齐放。 

（三）报道面广拓展 

在 2022年重点针对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尤其是工业经济方面的报道之外，

今年，我们进一步把深度智库报道对准老百姓更加关注的民生领域，比如《春天

里，望丰收！三问长兴“农事”》《“315”，消费者究竟想消费什么？》《长

兴干挑面，吃过才知味！》《杨梅霸屏背后的“推手”》《长兴民宿如何“旺丁

又旺财”？》《共产党员该有的样子，他都有》等，内容不再高大上，跟每个老

百姓都息息相关，这样接地气的报道也得到了更多市民的欢迎。 

 

三、成效几何？ 

前面也说到，从去年以来，我们总共推出了文字智库 82 篇（其中今年截至

目前推出 36篇）、视频智库 12条，内参 3期。今年以来，因为这类深度调研类

报道，我们已经得到县委主要领导书面批示 5次。由长兴传媒智库团队写作的《国

庆，勿忘老虎团》《千年贡茶的沉与浮》《寻踪浙江“旧石器”》《金钉子的百

年较量》被《浙江宣传》录用。另外，越来越多的乡镇、部门及企业找到长兴传

媒，希望为他们专门定制写作深度文章，因为目前我们人员情况有限，所以还没

有更多地对外承接。 

虽然做起来很难，但是有市场、有关注，有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上级媒体、

乡镇、部门、企业及普通老百姓的肯定，就是我们坚持做下去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