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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媒体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道的策略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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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民日报》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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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人民日报》作为重要的主流媒体之一，统筹利用

资源优势，传递官方声音，彰显全局视野；转换报道视角，关注普通民众生活；多

形式综合呈现，注重视觉传播；进行共情传播，增强情感认同；多维立体传播，强

化服务作用等传播策略占据信息传播的主阵地，取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同

时，《人民日报》在新冠肺炎疫情新闻报道中也存在过量负面信息和过度煽情引

起公众焦虑、碎片化传播引起阅读障碍甚至出现歧义、信息发布滞后助长谣言

传播和新闻反转等问题。主流媒体应不断提高社会责任感和服务意识，优化公

共卫生事件报道策略：构建良好的危机传播机制，防止发生舆论失焦现象；倡导

建设性新闻理念，强调媒体的公共责任感；加强健康传播，满足公民健康信息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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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９年年末、２０２０年年初之交，突如其来

的新冠肺炎疫情扰乱了人们的生活，也考验着

新闻媒体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应对能力。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国内主流媒体在党和

政府的统一部署下，快速行动，在新闻报道和舆

情引导方面均有突出表现。全国各级政府在抗

疫表彰工作中对媒体机构、新闻记者的嘉奖，已

经证明了这一点。成绩固然可喜，但是如何凝

练主流媒体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道中的成功

经验，同时反思其中存在的不足，进而优化报道

策略、形成长效工作机制，则是抗疫取得重大战

略性成果之后更应该思考的问题。业界凭借亲

身参与抗疫的优势，纷纷总结分析在新冠肺炎

疫情报道中的有效做法，从中央和省级主流媒

体公开发布的工作报告、业务论文中可见一斑。

学界对主流媒体新冠肺炎疫情报道的研究，主

要集中在央视《新闻联播》［１］、《人民日报》微

博［２］、国家级媒体短视频生产［３］等方面，亟待进

一步深入研究。《人民日报》作为我国最重要

的主流媒体之一，一直以来在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报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此次对新冠肺炎疫

情的报道也不例外。鉴于此，本文拟从学理的

角度，理性地观察《人民日报》的新冠肺炎疫情

报道，分析其可取经验和不足之处，探讨主流媒

体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优化策略，以供学

界参考。

　　一、《人民日报》新冠肺炎疫情报道

的策略

　　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人民日报》等主

流媒体作为信息传播的主阵地，承担着传递信

息、缓解消极情绪、服务公众和社会的责任。新

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人民日报》统筹利用资

源优势，采用恰当的传播策略，取得了良好的传

播效果。

１．传递官方声音，彰显全局视野

人民日报社研究部主任崔士鑫认为，主流

媒体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道中的首要职责与

功能就是提供真实权威的信息［４］。在新冠肺炎

疫情期间，《人民日报》发布的有关疫情的信息

中，８０％以上来自政府等官方机构（如各级卫

健委、疾控中心、医疗卫生机构等）或政府官

员、专家学者发布的内容，因此其新闻报道内容

有较强的公信力。《人民日报》传递官方发布

的权威信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作用：首先，

官方声音会增强媒体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受众

也可以在媒体平台中获得准确信息。其次，主

流媒体发布的官方信息能更理性地引导大众舆

论。再次，主流媒体发布官方信息，进行统筹宣

传规划，有利于在突发事件中安抚公众因信息

渠道受阻引起的恐慌情绪，减少由于信息不透

明和传播不对称而出现的谣言和传言的传播，

从而加大对于事件处理的信息通报和政策宣传

的力度，变消极情绪为积极应对。最后，主动传

递官方声音，有利于塑造国家、政府、社会的正

面形象。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人民日报》通

过报道党员干部、军人、医生、志愿者等的抗疫

事迹和先进人物，塑造了党和政府心系大众、服

务人民、高效履职的形象，反映了民众不怕牺

牲、勇于奉献的精神。

《人民日报》作为国内主流媒体，在抗疫新

闻报道中高瞻远瞩，妥善设置传播议程，高效引

导舆论向积极理性方向发展。其借助新闻客户

端、微博、微信、抖音账号等新媒体矩阵，通过增

设专题栏目、抓住热点话题、丰富报道形式，快

速传播客观真实的疫情新闻，在提供全面信息

满足人民知情权的同时，也注意平衡积极与消

极两种情感色彩的新闻发布频率。微信公众号

的《５０万米高空看武汉，最近发生了什么》推

文，微博上的“疫线ｖｌｏｇ”“全民战疫日记”等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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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话题和“抗疫前线的００后”主题海报等一系

列新闻报道，获得海量点赞，极速圈粉，为全面

抗疫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可以说，《人民

日报》在宏观视角和全局视野下，统筹整合传

统渠道与新媒体平台，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了

疫情信息传播活动。

２．转换报道视角，关注普通民众生活

在以往突发性事件的新闻报道中，主流媒

体主要集中在国家政策的宣传和解读、抗灾救

灾中各级领导干部与英雄人物的采访和报道

上。而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报道中，主流媒

体转换了报道视角，更多地关注普通民众的生

活，接地气、平民化的传播角度更有人情味，彰

显了人文关怀。比如，《人民日报》在对武汉抗

疫一线医护人员的报道中，大量报道医院内医

患相处细节，如医生教患者跳东北秧歌、医护人

员为患者庆生、医护人员的防护服上写着“好

棒！体温正常”“加油，么么哒！”等俏皮话。同

时，主流媒体在报道疫情相关信息时，不仅关注

医护人员和患者，还关注疫情期间普通人的日

常生活，如《人民日报》新闻客户端转发了《中

国新闻周刊》的特稿《快递小哥的手机里藏着

武汉人最真实的生活》，通过快递小哥群体的

工作折射“封城”之后武汉市民的生活状况。

《人民日报》通过转换报道视角，关注普通民众

生活，让受众感受到人与人之间距离的拉近，仿

佛这些事情就在身边发生，报道中的人物就是

身边的人物。

在疫情防控紧张阶段，《人民日报》发布的

新闻报道较为严肃，语言文字表述带有浓重的

官方色彩，传递出对待疫情的严肃认真态度，潜

移默化中影响着公众对疫情的防范意识；在疫

情得到有力控制之后，《人民日报》的语言风格

明显转变，语言文字较为轻松活泼，缓解了疫情

期间公众的紧张情绪，极大地提升了公众战胜

疫情的信心，从而使新闻报道获得了良好的传

播效果。

３．多形式综合呈现，注重视觉传播效果

《人民日报》积极利用旗下新媒体矩阵，强

调可视化呈现，多渠道多形式地综合宣传，提升

了公民疫情防护意识，增强了人们抗击疫情的

信心和决心。

《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发布疫情新闻时，利

用新媒体技术优势，不仅有常见的图文报道、短

视频等形式，还大量使用新闻海报、专栏 ｖｌｏｇ、

直播、数据新闻等新颖的报道形式。以新闻海

报形式为例，《人民日报》将疫情信息整合为

“图表＋配文”的媒介产品，将复杂的数据和新

闻信息直观简略地呈现出来。例如，疫情初期

推出的《最美勒痕》，用医护人员脸上深陷的勒

痕形象地表现了医护人员的勇毅、艰苦；在援助

武汉的抗疫医疗队撤离时推出的３２幅“感恩”

海报，用温情画面和诗意话语表达了对他们的

感激之情，也展现了众志成城的抗疫史诗。此

外，《人民日报》新闻海报还被广泛用于数据新

闻的发布，将数据进行可视化处理，通过制作图

表、时间线、地图、视频、动画等方式将枯燥的信

息简单化、生动化，方便公众保存、转发，使公众

能更加清晰直观地理解新闻信息，从而使新闻

报道获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

短视频、ｖｌｏｇ、直播等新型传播形式也在疫

情防治信息宣传方面广泛应用。短视频具有生

动直观、易理解、易传播、受众门槛低、受众广泛

等特点，成为疫情信息发布的主要形式。《人

民日报》官方微博发布的短视频新闻有原创和

转载两种信息来源。原创内容主要是新闻发布

会片段、权威专家的采访片段、抗疫一线的现场

情况和医学科普知识等；转载的主要是顶流或

者巨流视频，如一个武汉小伙子发布的《一个

武汉伢的武汉日记 ｖｌｏｇ》，“回形针 ＰａｐｅｒＣｌｉ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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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的《关于新冠肺炎的一切》等。《人民日

报》发布的信息是互联网平台关注度和转载量

较高的内容类型，体现出其严肃、有公信力的主

流媒体形象；转发的短视频和 ｖｌｏｇ以其草根性

和亲近公众的特点中和了主流媒体的严肃性，

为新闻报道增添了故事性，强化了新闻与公众

的情感连接。

４．进行共情传播，增强情感认同

《人民日报》在进行新冠肺炎疫情报道时，

不仅注意新闻报道内容的客观叙述，还有意识

地加强共情传播，增强公众的情感认同。共情

传播在主流媒体的新闻报道和宣传倡议中的重

要性日渐凸显，新闻从业者也逐渐认识到新闻

报道所隐含的情感温度对于公众甚至社会风气

形成的影响力，以及媒体与公众进行情感交流

的必要性。《人民日报》发布的新闻报道中共

情传播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情感符

号的使用。大量使用倾向性比较明显的词语和

带有情感色彩的修辞手法和标点符号。二是新

闻图片和新闻海报的运用。新闻图片和新闻海

报的直观形象性特点，容易引发用户的情感共

鸣。三是正面人物形象、情感关系的选取，如

“英雄”“亲情”等。这些叙述对象饱含正向价

值，是对国家、社会、家庭的肯定，当公众阅读这

些新闻报道的时候，在有倾向性的叙事方式和

语言文字的影响下，会潜移默化地勾起其情感

记忆，从而引发其情感共鸣。

《人民日报》在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中，不仅

凭借发布官方权威信息来提升媒介公信力，还

在报道中加强情感呼唤，通过共情传播来引导

公众舆论态度，维护国家、社会积极抗疫的正面

形象。把握受众心理，做好情绪引导，引发情感

共鸣，是主流媒体抢夺受众资源和话语权的重

要策略［５］。社会情感的作用不容小觑，尤其在

“人人手握麦克风”的新媒体时代。人民日报

在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中对共情传播的运用，堪

称示范。

５．多维立体传播，强化服务作用

疫情暴发后，《人民日报》推出多形式报道

新闻和多渠道立体分发的传播策略，通过线上

线下互联互通，在信息传播中加入服务窗口等，

切实为抗击疫情服务。全媒体矩阵下各个传播

载体的不同特点和优势使得《人民日报》的内

容生产能够最大程度实现个性化和差异化，迅

速触及具有不同需求的受众，实现传播效果的

最大化。《人民日报》将其官方微博与官方微

信公众号互联互通，根据不同平台的特点设置

特色栏目，提供便民服务。例如，《人民日报》

官方微博在疫情扩散较快时推出《紧急扩散》

栏目，用来发布新增病患的出行路线等，利用微

博平台去中心化特点快速寻找密切接触者。而

《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推文图文并茂，与微博

碎片化发布特点相比，微信公众号推文更适合

发布深度资讯。因此，借助微信公众号，《人民

日报》推送了许多疫情深度报道类文章，再加

上朋友圈的强关系传播，这些报道一经发布便

得到网民大量转发传播。不仅各家媒体为防疫

信息传播助力，各类互联网应用平台也在其首

页积极推送相关报道，营造全民关注疫情的舆

论氛围。例如，微博 ＡＰＰ在《推荐》栏目下设

《抗击肺炎》专栏；支付宝ＡＰＰ在首页设置疫情

数据图表，发布健康码，追踪公众出行轨迹；微

信ＡＰＰ设置辟谣通道，鼓励民众举报谣言，了

解准确情况，保证信息传播的透明度和准确度。

各大媒体和互联网应用程序增强了自身的服务

意识，彰显了其社会责任感。

　　二、《人民日报》新冠肺炎疫情报道

存在的问题

　　《人民日报》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的新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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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虽然有不少成功经验，但也存在以下问题。

１．过量负面信息和过度煽情引起公众焦虑

情绪传播有两类：一类是正向情绪的传播，

如东北医生教患者扭秧歌来舒缓紧张情绪，这

种新闻能传递给受众积极向上的情绪；另一类

是负面情绪的传播，如一线医生因过度劳累而

晕倒在工作岗位上的新闻报道会让受众内心的

无力感、焦虑感增强。疫情期间，这两类情绪传

播多次出现极端趋势，尤其是在疫情不明朗的

初期，微博平台出现大量抗疫负面信息，引发受

众的消极情绪［６］。比如，武汉红十字会拦扣抗

疫物资、黄冈市卫健委唐主任面对督导组询问

含糊其词等，涉及官员渎职、逃避责任甚至贪污

受贿的负面新闻引起网友的愤怒。在疫情得到

良好控制之后，媒体又过多地发布了“加油武

汉”等渲染感情的文字，这些仪式化的表达虽

然能激励众人凝心聚力，呼唤出公众的悲壮情

感，但是过度煽情、“鸡汤化”的叙事偏向，以及

为灾难场景强加意义和象征的行为，不仅不利

于公众正确认识灾难，而且会让公众陷入“灾

难美学”的陷阱。另外，发布过多的抗疫成果

报道会使公众对于疫情反扑的警惕性降低，出

现放松疫情防控等情况。因此，对于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媒体在报道过程中不但要注重情感，

还要客观叙述，关注事件的起因与结果，深度挖

掘，给受众提供看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新视

角。主流媒体对两种情感态度的疫情新闻报道

的不平衡，导致公众出现不同程度的焦虑感和

对媒体甚至国家、社会的不信任感，这不仅不利

于疫情防控的推进，也不利于民族凝聚力的

增强。

２．碎片化传播引起阅读障碍甚至出现歧义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改变了受众传统的信息

接收习惯，碎片化的信息接收成为产生阅读障

碍甚至出现理解歧义的土壤。新闻从业者对于

相关新闻的片面报道、受众的碎片化信息接收

使得新闻事件在报道的过程中出现新闻反转现

象，在这种反转现象的背后是群体心理的变化。

图片或者短视频配简短文字的碎片化传播形式

符合当前公众的阅读习惯，其简短的新闻报道

形式使读者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获得新闻的主

要信息。但是，在碎片化传播中会不可避免地

出现“标题党”现象，甚至传播虚假信息等情

况。在关于疫情信息等公共卫生新闻和政府的

政策解读等专业性较强的新闻报道中，简短

“配文”不足以传递所有信息，容易遗漏重要信

息，给公众造成阅读障碍甚至出现理解歧义。

例如，在病毒起源尚不明朗的情况下，《人民日

报》报道有专家指出“新冠病毒源头可能是蝙

蝠”的信息之后，网友纷纷对一位几年前曾食

用饲养果蝠的博主使用网络暴力。又如，北京

新发地出现新冠病毒感染者后，《人民日报》在

报道中称“新发地市场中切割进口三文鱼的案

板上检测到新冠病毒”，引起公众恐慌，给国际

三文鱼交易市场造成巨大损失。而事实上，三

文鱼等鱼类不具备“感染”新冠病毒的能力，市

场上的三文鱼是被新冠病毒“污染”的物品，而

且报道正文中提到检测到新冠病毒的物品不仅

包含三文鱼，市场上的部分牛羊肉中也检测到

了新冠病毒。由此可见，碎片化传播能够增强

新闻报道传播力度，便于公众接收信息，但也存

在表述不清、解释不足、深度不够等问题，这会

间接成为传播虚假新闻的助推器。

３．信息发布滞后助长谣言传播和新闻反转

技术革新给新闻传播行业带来了巨大变

化。在信息发布环节中，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给

公众参与新闻传播提供了空间和机会，媒介话

语由“传者中心”向“受者中心”转移。ＵＧＣ新

闻生产模式的出现极大地扩充了媒体的信息来

源，但同时由于官方权威信息发布滞后，这一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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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有可能导致后真相时代下“谣言传播—媒体

辟谣—新闻反转”这一情况的发生。

在疫情初期，由于新冠肺炎防治方面的信

息较少，谣言和虚假新闻有了可乘之机，诸如

“板蓝根可以预防新冠肺炎”等虚假信息肆意

传播，导致药店的板蓝根等药品被一抢而空。

这些情况都间接反映出《人民日报》等主流媒

体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报道还不够全面、深刻，

进行报道策划时没能“想公众所想，急公众所

急”，未能全面考虑到新冠肺炎疫情传播会给

公众生活带来的影响和可能出现的结果，让疫

情信息传播成为被动辟谣的过程，从而损害

了主流媒体的公信力和相关政府机构的

形象。

新媒体时代，技术的加持使得媒体能够即

时发布新闻报道，因此媒体可以随着事态的发

展或真相的调查过程进行拆分报道，变一次性

报道为多次推进报道。这种报道形式能引领读

者随着报道进展了解事态发展，逐渐接近复杂

事件的真相，但这种报道方式在应用过程中也

存在弊端，即每一次报道都不可避免地使读者

出现感情倾向。随着事态的更新，新闻事件被

不断消解、重构，具体来说就是随着事态的发展

或调查的深入，上一次报道的结论可能会在接

下来的报道中被辟谣、被推翻，出现新闻反转现

象。频繁发生的新闻反转是后真相时代的典型

表现，其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报道的新闻专业

性和公信力。

　　三、主流媒体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

道的优化策略

　　以《人民日报》新冠肺炎疫情报的成功经

验为参照，面对当前传播环境下可能面临的挑

战，主流媒体应不断增强社会责任感和服务意

识，持续优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道策略。

１．构建良好的危机传播机制，防止发生舆

论失焦现象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作为一种社会危机，媒

体在报道该类事件时应遵循危机传播基本规

律。我国各级政府部门和各类媒体虽然建立了

应急管理机制和危机传播机制，但是危机传播

和风险沟通的意识和策略仍有缺失。危机传播

关注的不仅是如何报道危机信息，更重要的是

如何进行有效的危机沟通，其需要通过构建良

好的危机传播机制，凭借有效的危机沟通来阻

止甚至消除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防止发生舆

论失焦现象。主流媒体在构建危机传播机制时

应当遵循以下原则：一是促进信息及时公开。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暴发后，社会公众的信息需

求急剧增长，任何不及时、不充分、不透明的信

息报道都有可能造成谣言泛滥。此时主流媒体

迅速发布准确可靠的官方信息有助于阻止谣言

传播，挖掘事实真相，稳定公众情绪。当然，主

流媒体的信息传播并非一味倒向社会公众，而

应策略性地展开。事件初期应进行公开的、不

掩盖事实的完整报道；中期和后期则应强调报

道的透明性，即对事件细节和进程进行真实披

露［７］。二是新闻报道应该表达合理。主流媒体

是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也是社会良心的守

望者，新闻报道必须客观公正，对于不同意见应

持包容态度和平衡原则，积极创造客观理性的

舆论环境。三是注重受众反馈。媒体应当密切

监控舆情发展，关注用户的信息反馈，及时调整

新闻报道方向，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同时引导公

众进行理性讨论。

２．倡导建设性新闻理念，增强媒体的公共

责任感

在当前传播环境下，主流媒体新闻报道与

网络自媒体信息之间、官方舆论与民间舆论之

间难免存在不一致的情况，甚至出现尖锐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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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一度出现了自

媒体指责主流媒体粉饰太平、主流媒体认为自

媒体搅乱舆论环境的拉锯扯皮现象，影响抗疫

意识凝聚和力量整合。对此，应倡导以建设性

新闻理念为引领，主流媒体的新闻记者应运用

积极心理学知识，减少新闻报道中的愤怒和对

立情绪，提供准确、客观、有吸引力的新闻报道。

以往的媒体在报道新闻时习惯于寻求新闻当事

双方的冲突点，并将其放大来增强新闻的故事

性和戏剧性，这很容易使其陷入“人为放大冲

突甚至制造冲突”的新闻生产怪圈。建设性新

闻理念体现了媒介的公共性和责任感，即以实

事求是为原则、以解决现实问题为目的，不让新

闻报道沦为发泄情绪的工具。例如，疫情期间

《三联生活周刊》刊发了《比“武汉加油”更实际

的是善待武汉人》一文，该文从武汉人受到歧

视的现象出发，指出武汉人民同样是疫情的受

害者，且绝大部分武汉人在主观上并无伤害他

人的目的，提出设置集中住宿点以安置武汉市

民、为其提供必要生活物资等建议。文章客观

叙述了“恐鄂者”与武汉市民的冲突，理性地论

证了双方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

策。不强调疫情期间双方的对立情绪，倡导平

等对待疫区人民，双方互谅互信、团结一心共同

抗击疫情，这才是疫情期间媒体进行宣传报道

应持有的态度。

３．加强健康传播，满足公民健康信息需求

２００３年的“非典”、２００９年的甲型Ｈ１Ｎ１流

感、２０１４年的埃博拉病毒、２０１５年的中东呼吸

综合征、２０１６年的寨卡病毒等一系列突发性公

共卫生事件，让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公共

卫生健康问题已是这个时代的常态。主流媒体

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报道工作应该前置，将

健康传播纳入其中。加强健康知识科普和传染

病风险传播，有利于公众形成正确的公共卫生

认知，做出健康行为，维护公共卫生环境。因

此，新闻媒体应当顺势而为做好健康传播，将专

业性较强的医学卫生问题通过大众媒体进行通

俗化解释，有效提高公众对公共卫生的认知和

意识。新闻媒体进行健康传播时应当做到以下

三点：首先，应把握受众需求，有针对性地进行

健康信息传播和健康政策宣传，构建多维立体

的健康传播模式。其次，应着力加强控烟、营

养、疾病筛查和防治等与公众日常生活息息相

关话题的宣传教育，不仅主流媒体应当担负起

通过官方渠道发布相关信息的责任，街道、社区

等机构也应当发挥其职能优势，借助社会网络

深入居民内部进行宣传教育。再次，学界应当

正视健康传播的作用，将健康传播看作一个特

定的新闻门类加以研究，通过相关理论模型与

实践经验来分析研究健康传播的特点、传播规

律和注意事项，总结健康传播不同于其他新闻

门类传播的性质和规律，并用以指导传播实践。

各级媒体在这一过程中应当对其进行宣传报

道，同时寻求健康传播更好的发展路径。

　　四、结语

　　危机中孕新机。新冠肺炎疫情让全世界措

手不及，主流媒体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道的能

力也受到了全面检视，其中虽有不尽如人意之

处，但更为重要的是由此收获了许多启示。在

竞争激烈的新媒体时代，主流媒体应当肩负起

社会责任，遵循新闻传播基本规律，树立危机传

播和风险沟通意识，以健康传播为战略引领，秉

持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多形式、多渠道地进行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报道和健康信息传播，唯有如

此，方能赢得公众的青睐和信任。

（下转第１０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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