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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媒体国际传播的探索与实践

“讲
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

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

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2021 年 5 月 31 日，习近平

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发

表重要讲话，对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作出重要

指示。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进一步强调 ：“要注重

把握好基调，既开放自信也谦逊谦和，努力塑造可信、

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真实、立体、全面”“可信、可爱、可敬”，习近平

总书记用简练而生动的语言，指出了新形势下做好国

际传播的主要着力点与努力方向。“真实、立体、全面”

侧重表达展示什么样的中国，解决的是如何正确塑造

中国形象的问题，强调的是新形势下做好国际传播的

基本原则和根本方法；“可信、可爱、可敬”则强调要

塑造什么样的中国形象，是更具象的目标指引和效果

呈现，也是对“真实、立体、全面”的细化和升华。

近几年来，福建聚合全省各类优势外宣资源，积

极推进“视听福建”海外播映交流合作系列活动（以

下简称“视听福建”）等一大批区域外宣优秀品牌及

相关工程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从这些福建推动区域

外宣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中，可以梳理出一条区域

媒体集群拓展国际传播、形塑中国之可信、可爱、可

敬的独具一格的清新路径。

溯清源，展现新思想

美丽中国，清新福建。福建之清新，源自优美的

自然风光和优越的生态环境，也源于深厚的文化底蕴

和鲜明的人文特征。“清新福建”的形象提炼，立足

八闽大地，根植中华沃土，带着呼吸感，充满画面感，

极具亲切感。秉持清新理念，聚焦清新实践，“视听福建”

创作了大量充满山水意趣、浸透烟火气息、满眼海洋

印记的精品力作，通过持续的软性、隐性宣传和规模

传播，形成了聚焦山水又超越山水、立足八闽又融通

中外的清新表述。看似只有景的描述、物的表达、情

的抒发，而究其根本，却是在集中展示中华文化的源

远流长、博大精深以及引领中国跨步新时代、启航新

征程的新理念、新观点、新论断、新思想的时代伟力。

山水意趣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人们对某个地方的第一印象往

往来自“颜值”——原生态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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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视听福建”海外播映交流合作系列活动立足福建区域优势和特色人文资源，沿着

“海上丝绸之路”搭建起了一座促进民心相通的影视之桥，为探索如何塑造可信、可爱、可敬

的中国形象作出了有益尝试。

——以“视听福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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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空气清新、风光秀丽、人文荟萃，是地球上同纬度生

态保存最完好的地区之一。武夷山水秀甲东南，水上丹

霞灵秀旖旎，客家土楼神秘温馨，鼓浪屿浪漫多情，多

项世界文化自然遗产掩映于山水之间，蔚蓝的海岸线更

因湄洲女、惠安女和蟳埔女而风情万种，均为国际传播

的绝佳形象代言。

山水为媒，影像为桥。“视听福建”充分调动视

觉语言，形成跨文化传播的“第一落点”。《瑰宝——

自然文化遗产在福建》《福建名镇名村影像志》《你好，

野性武夷山》等大批影像纪录作品，真实立体地呈现

福建之美，在海外播映交流中获得积极反馈，其中不

乏异域受众“非常想吃福建的海鲜”“喜欢看到中国

的山山水水”等互动留言。“视听福建”在诠释山水

意趣、呈现生物之多样、文化之多元的同时，巧妙融

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形成跨文

化传播的“第二落点”。“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

之间也。”通过寄情山水，向世界有效传递生态文明

建设的中国智慧、中国理念，展现“仁者乐山、智者

乐水”的审美情趣和“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哲

学思想，正是“视听福建”的“醉翁之意”。

烟火气息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是人类共通的情感。“从

传播学的角度看，生活化的故事符合接近性原则，它

远比空泛的理论言说具有说服力。”①“视听福建”系

列作品的一大特征，就是以国际化的语境，构建了一

个个具象可感的生活场景，烟火气十足地呈现中国大

众的真实生活。无论是描绘饮食生活的《早餐中国》《人

间有味》《烟火福州》《五味聚泉》，还是诠释艺术生活

的《守摊人》《水仙花开》《福建茶文化》，或是讲述创

业生活的电视剧《姥姥的饺子馆》《那片花 那片海》等，

都力求透过真实的生活情境和有人情味的故事，展现

对人类命运的关切，使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产生共鸣。

大型纪录片《逐梦山海》更具说服力。该片聚焦

曾为中国典型连片特困区之一的闽东，记录其 30 年

奋斗摆脱贫困的峥嵘历程，而构成这个宏大主题的，

还是一个个具体的人物和鲜活的场景——上岸的连家

船民、迁出的海岛居民、古田的食用菌基地、畲乡的

水蜜桃果园、下党村的可视化茶园……“一个摆脱贫

困实践中的人物群像就由此产生，一个摆脱贫困实践

中的时代风貌就由此构建。”②这是对中国梦最细腻

的诠释，而中国梦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海洋印记

“海者，闽人之田也。”福建是中华海洋文明的发

源地，1300 年前，福建泉州港便以“刺桐”之名享

誉世界。2021 年 7 月 25 日，“泉州 ：宋元中国的世

界海洋商贸中心”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更是

标志着当年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成就具有突

出的价值，成为人类共同记忆。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以蓝色海洋为载体，助推

“一带一路”建设，这是“视听福建”对外传播实践

的核心理念。从《海上丝绸之路》《海上福建》《丝海

探源》等一系列具有浓烈海洋印记的外宣作品中，可

以充分回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之辉煌，展望“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之前景，充分品读和平、合作、

共赢的“丝路精神”。

更值得分享的当属纪录片《重返刺桐城》。该片

以全球视野和现代视角解码泉州的“蓝色基因”，用

翔实的史料、丰富的实物和具体的案例进行古今对照，

深度论述了泉州如何成为宋元时期的世界“东方第一

大港”，当年长距离的世界海洋贸易又如何让跨文化

的繁荣成为现实，进而以一脉相承的东方智慧呼应了

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主题。

列清单，打造新体系

“视听福建”是一个国际传播系统工程，涵盖片

库建设、节目译制、栏目联办、平台搭建、机构合作、

文化交流等各个方面，项目类型多，覆盖区域广，传

播对象构成复杂且诉求有极大差异。如何加强顶层设

计和整体布局，科学统筹规划各种传播要素，使项目

有序推进，达到传播效果最大化，考验着决策者和执

行者的智慧。“视听福建”通过列清单的方式，系统

谋划了“战斗力合成”的区域布局，打造了高效一体

的区域外宣运行体系，形成了强大的国际舆论引导力。

主体清单

“传播主体是统率其他传播要素的核心指标，其

主体性的发挥与否及程度，是促进其他传播要素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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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提升传播效果的关键。”③当前，我国从事对

外传播的媒体数量不少，但单个媒体实力相对弱小，

力量较为分散，打造国际化的传媒旗舰难以一蹴而就，

整合联动才是更现实的途径。

“视听福建”立项以来，作为牵头单位的福建省

广播电视局就十分注重对传播主体的梳理和整合，将

构建主体清单作为基础工作，力推传播主体多元化。

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泉州广播电视台、厦门卫视等

区域性主流媒体，厦门大学等研究机构，世纪长龙影

视公司、福州零壹动漫公司等影视制作公司，“魅力

中国”“国广东方”等文化出口平台，菲律宾菲中电

视台、阿联酋中阿卫视、英国普罗派乐卫视等境外媒

体，以及相关中国驻外使领馆、华人社团都被纳入“视

听福建”的传播主体清单。在此基础上，通过项目牵

引，形成方向统一、步调协调、多元协作的运行体系，

不仅极大丰富了“视听福建”的内容和形式，也进一

步拓展了传播的广度和深度。

资源清单

节目资源是对外传播的核心载体。为加强优秀国

产广播影视作品的储备和输出，福建省广播电视局牵

头建立了“视听福建”海外播映计划优秀作品库，面

向全省媒体和广播影视制作机构公开征集，将适合对

外传播、体现“清新福建”特色、展现中华文化精髓

和反映新中国建设成就的优秀视听作品纳入其中，实

行动态管理。“视听福建”作品库每半年更新一次，

入选的作品将在海外播映计划中优先选用。这个资源

清单，基本网罗了全省对外广播影视节目精品，涵盖

纪录片、专题片、艺术片、理论片、电视剧、网络视

频和公益广告，构成了内容丰富、类型多样国际传播

节目矩阵。其中，《逐梦山海》《海上丝绸之路》入选“视

听中国海外播映”主推片单，《海上福建》《一路相伴》

《文学的日常》《大师的背影》等多部作品入选全国优

秀国产纪录片名单。

任务清单

打造高效的国际传播运作体系，确立多元传播主

体、构建丰富节目矩阵是基础，强有力的执行落实才

是关键。“视听福建”通过建立任务清单，对项目进

行细化分解，实行协同作战，取得良好成效。其核心

任务主要包括三大板块，每个板块均由多个项目构成，

对应着明晰的主体和明确的职责。

片源译制。精选优秀对外传播节目，调动各方

力量，译制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当地语言，形成

“视听福建”海外播映作品译制片库。

平台搭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流媒体

合办栏目或共建频道，打造海外播映品牌。其中，福

建省广播影视集团重点执行“海丝国家《视听福建》

纪录片展播项目”，先后在菲律宾国家电视台 IBC13

频道、阿联酋中阿卫视、英国普罗派乐卫视开设同名

周播栏目 ；大型人文纪实类通栏节目《福建时间》在

中阿卫视黄金时段播出，覆盖阿联酋、沙特、巴林、

阿曼、埃及、黎巴嫩、伊拉克、科威特等多个国家 ；

泉州广播电视台重点推进“视听福建——菲律宾·福

建（泉州）电视周”系列活动。接下来，“视听福建”

还计划与美国、希腊、法国、葡萄牙、印度、突尼斯

等十几个国家的主流媒体展开合作。

文化交流。依托中国大陆唯一的闽南语电视频

道，开设“唱歌拼输赢”全球闽南语歌星选拔赛 ；开

展全球闽南人围炉春晚系列活动，重点做好“闽南人

春晚”和“逐梦海丝——闽南人少儿春节联欢晚会”；

组织媒体和优秀节目，参加中国·东盟电视周、亚洲

影视周、巴西里约热内卢内容市场展览会等活动，展

示推介“视听福建”交流品牌。此外，还在“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举办影像季、研讨会、非遗展、美食节

等形式多样的文化交流活动。

注清流，形成新范式

“视听福建”用亲和的表述，呈现福建之多彩多

元相容，诠释丝路之共商共建共享，形塑中国之可信

可爱可敬，为国际舆论场注入了一股清流。在向世界

传播和平与爱的同时，“视听福建”也为区域媒体集

群拓展国际传播、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可借鉴的范式。

区域深耕

基于福建的区位和资源优势，“视听福建”的传

播路线十分明确，那就是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进行

布局。虽然项目覆盖面广，涉及国家和地区较多，不

过在具体操作中，“视听福建”以务实的态度，集中

实践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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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力量，以区域拓展为核心目标，分步骤有计划地

推进。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重点开拓阿拉伯和欧洲地

区，厦门卫视以马来西亚为中心开展工作，泉州广播

电视台深耕菲律宾传媒领域，其他媒体和机构也有相

应的拓展区域。在运营中，注重长效机制，尽量突破

展会、参访、主题采访等单一性、阶段性活动模式，

努力在当地建立有“我”、友好的长期性、常态化综

合传播平台。例如，落户英国等地的《视听福建》、

落户阿拉伯地区的《福建时间》等，均为常态化播出

栏目，并形成品牌效应。泉州广播电视台更是在连年

举办“视听福建——菲律宾·福建（泉州）电视周”

的基础上，孕育了菲律宾菲中电视台中文电视频道节

目及传播全案合作项目，携手菲中电视台，打造菲律

宾首个华语电视频道，使之成为中国影视节目的常态

化输出窗口，目前项目正在有序推进中。

通过区域深耕，“视听福建”不断总结经验，进

行模式复制，进而辐射其他区域，形成示范效应，这

一模式被业界称为“植树”模式，“栽一棵，活一棵”。

分众语言

“语言转换是国际传播过程中很关键的一环，只有

语言传达得精准到位，才能保证信息输出的精准。”④“视

听福建”在充分研究落地国文化和受众习惯的基础上，

加强多语种平台建设，将自有版权的精品节目译制成

英语、阿拉伯语、葡萄牙语等不同语种，使之无障碍

地进入所对应区域，满足不同国家的播出需求。

同时，“视听福建”十分注重特色语言的传播，特

别是闽南语和客家语。加强闽南语和客家语节目的生产

和传播，生成特色人文交流项目，“影响有影响力的人”，

可进一步辐射其他群体。

在传播过程中，“视听福建”还充分融入情境语

言，以此突破交流障碍，进一步提升传播效果。例如，

参加巴西里约热内卢内容市场展览会时，为配合纪录

片《福建茶文化》的展播，在现场安排茶艺表演，视

听与品鉴相结合，让异域观众对中国的茶文化有了更

直观的感受。此外，非遗文化展、旅游分享会、美食

文化节等系列活动的举办，也有异曲同工之效。

情感连接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一带

一路”倡议的推进，带来的不仅是经济上的繁荣和共

享，更重要的是情感与文化的交流。“视听福建”在

实施过程中，无论是搭建平台，还是举办活动，都力

求突出传播主体的文化品格与人文关怀，通过情感连

接塑造价值认同，不断扩大“朋友圈”。

例如，泉州广播电视台精心打造“逐梦海丝——

闽南人少儿春节联欢晚会”，设置了菲律宾、马来西亚、

澳大利亚等海外分会场，借助春节这一华人共同的节日，

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拉近了海外侨亲与故国家园的

情感；开展“唱歌拼输赢”全球闽南语歌星选拔赛，为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年轻人提供了展示才华和心灵碰撞的

平台。

结  语

立足福建的清新形象，“视听福建”以清新风

格打造清新作品，形成清新表述，呈现清新风貌，

不断对外传播中华文化和中国智慧，努力塑造可

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体现了省级平台的

国家担当。地方媒体可以从这个清新样本中获得

启示，提取可借鉴、可复制、可推广的方法经验

和价值亮点，并转化为自身媒体能大展拳脚且独

具特色的生动实践，紧紧围绕全面提高区域外宣

国际传播力和国际舆论影响力这一核心目标，进

行集中攻关和同向发力，共同为构建具有鲜明中

国特色的国际战略传播体系贡献更多的成功案例

和更具时代价值的实践成果。

（作者许华鑫系泉州广播电视台闽南语节目中心副

总监，陈修勇系该台编委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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