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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发布”作为全国开通比较早的政务新媒体，2011 年开通微博账号，2013 年开通微信公众号，

目前“双微”影响力不仅在江苏省内政务新媒体中名列前茅，在全国也屡屡获奖。团队的工作人员自称“小

布”，从最开始的懵懂到如今的成熟，经历了不一般的成长路。

政务新媒体的阶段性经验和成就都会稍纵即逝。这是南京发布工作室小伙

伴的切身体会

南京发布从初开始亮相便以“小清新”的形象和网友沟通。下雪了，南京发布会俏皮地问一句“能不

能一起到白头？”区划调整，南京发布的信息标题是“在一起，更美好”。在政务新媒体开办的第一阶段，

清新的语言一下拉近了政府和网民的距离，构建了政民沟通的桥梁。

很快，网友要求提高了：政府部门光卖萌可不行，要多做正经事。

不久后，南京发布正式确立了南京市委市政府新媒体发言人的角色。这个时候的“小布”冲刺在政务

信息发布的第一线，提供各种民生信息与网友互动，严格执行南京市突发事件“一小时回应”制度。江北

化工厂爆炸，从凌晨 6点到中午 12点，滚动发布 12条信息，公开透明全部处置过程，获得媒体和网友纷

纷点赞。

然而问题又来了！政务新媒体遵循及时、准确、有效的发布原则，但随着平台上发布的重大主题宣传

和时政类信息越来越多，网友们又不买账了！

南京发布开始倡导“可视化政务信息发布”。南京开“两会”，我们把政府今年要干的大事用动漫的

形式来“表演”，还写了一首歌唱着解读政府工作报告。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南京发布工作室与新华

日报合作，在报纸上通版刊登了一张手绘的融媒体地图，只要扫描图中的二维码，报纸上就会“跳”出图

文、视频，全面展示南京各区改革开放 40年的成就。

新媒体发展迅速，微博、微信、今日头条、抖音……群众在哪，我们的阵

地就到哪

最开始的时候，一个小编就可以掌管微博，激荡江湖；微信时代，三人小组就可以进行图片编辑，熟

练使用编辑软件；之后，南京发布又相继开通了今日头条、一点资讯、人民日报客户端账号，明显感觉：

忙不过来了！

忙不过来怎么办？南京发布组建了 6 人团队的工作室，更加深度参与全市政务信息公开和舆情处置，

从日常选题报送到重大主题策划，重点开拓“主旋律信息产品”。与此同时，南京发布工作室和南京日报、

紫金山新闻客户端等市属媒体也建立起通讯员制度，各方打通信息渠道，有效拓展政务发布的信息宽度和

专业度。



然而，这样其实还不够！短视频的风口期到了，没有视频拍摄团队怎么办？互联网是开放包容的，政

务信息发布必须要有互联网思维。我们把在宁的中央、省、市媒体以及本地自媒体大 V 聚拢到一起，成立

了“新媒体宁盟”，聚各方之力，一起传播南京这座“创新名城、美丽古都”。政府的资源用活了，专业

的内容便产生了。

政务新媒体是新闻发言人，目的是要搭建一座好的沟通桥梁

沟通，我们需要直面网民的需求甚至不满。南京两会期间，我们通过微博活动征集市民意见，结果“意

料中”挨骂了！我们发布微信文章《南京两会，市民特别担心代表委员们‘不切实际’》，用政府工作报

告的内容一一化解市民的牢骚和责备。

沟通，我们需要更多受众视角的信息发布。南京发布工作室组建了一支 50多名市民参与的南京城市摄

影队，开设了“最南京，全民拍”栏目。南京长江大桥历经 20 多个月的维修，在 2018 年底重新通车，

我们的两名摄影师已经跟踪拍摄了 10000 多张照片。他们是普通市民，他们又是专业摄影师。正是这一幅

幅美丽的图片、一个个感人的视频，让这个栏目的阅读量突破 5亿人次。

沟通，我们需要重新确立政务新媒体的价值考评体系。南京要向市民交代“绿色出行”项目建设答卷。

我们征得一名残疾人摄影师的同意，请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坐地铁、第一次坐公交……他担心歧视却感受到

了温暖，最后用他的切身感受回答南京“绿色出行，行还是不行？”

“南京发布”通过多年不断摸索，在实践中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