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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媒体时代市域法治文化

数字化传播的新思考
许春姝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人文学院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融媒体时代的到来，数字化成

为文化发展传播的重要形式。2022 年 5 月，国家出台《关于

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提出到“十四五”末，

要基本建成文化数字化基础设施和服务平台，到 2035 年，要

建成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

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数字化建设作为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

的组成部分，是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那么，结合《意见》

要求，如何进一步加强法治文化数字化建设，努力在国家文化

数字化战略发展中，同步实现法治文化内容的数字化创作呈现，

法治文化成果数字化传播共享，是我们需要更深入思考的问题。

一、法治文化数字化传播的应有之义

当前，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先进的科技信息技术与法治文

化建设的融合，推动了立法、执法、司法、普法等法治工作各

环节的数字化变革，推动了市域法治文化数字化建设进程。

数字化传播，即运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手段把相关信息转换

为数字信号与编码并传播的过程。法治文化的数字化传播应是

以法治文化为内容，以数字科技为载体，以传播学为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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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法治文化与数字科技通过数字媒介充分融合，并在相关领

域进行传播运用。法治文化数字化传播应包含法治文化数据收

集创作、作品传播展示、受众交流互动等环节，且各环节互为

支撑，互相关联，协调运行。法治文化的数字化传播，是当前

推进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应有之义，也是推动社会治理现代

化建设，推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现实要求。

二、不断融合法治文化数字化创作内容

法治文化数字化传播首先是通过先进的多媒体技术、虚拟

现实技术、互联网科学技术及数字图像技术等，将法治文化作

品进行记录、加工、整理、分类的创作过程。

融媒体时代，法治文化数字化创作需要有融合思维，要利

用好新老媒体各自的优势，加强新老媒体融合，可以将过去经

典的法治文化作品以数字技术形式改编，以短视频、直播等形

式呈现，推动创作多元化的法治文化传播内容。

如挖掘法治人物故事原型，丰富故事内容，提炼法治精神，

改编成易于新媒体传播的法治文化作品，如短视频、动画、广

播剧等，或者通过数字化技术创作法治文化主题影视、绘画等

文化作品，形成丰富多元的数字化法治文化创作内容，以数字

化技术讲好法治故事，在抖音、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平台传播，

形成具有市域特色的法治文化建设品牌，扩大法治文化的传播

力、影响力。

三、持续丰富法治文化数字化传播样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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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信号和编码与传统信息传播媒介相比，具有信息量

更大、保密性更好、抗干扰能力更强、传输速度更快、传播范

围更广等优点。数字化传播在与互联网技术的融合推动下，文

化传播媒介样态也在不断地迭代变化，经历了从传统媒介、社

交媒介到智能媒介的发展历程。

随着信息媒介的变革，融媒体时代，推动基于数字技术的

法治文化传播媒介形式的转变，需要我们科学构建法治文化的

传播矩阵，丰富法治文化传播样态，法治文化的数字化传播，

可以运用官网推广、线下宣讲、电视转播、APP 运营、微博、

微信、视频号等多元化的传播渠道，强化法治文化的传播效果。

通过打造多元化的传播矩阵，来讲好法治文化，传承法治精神。

如利用政务新媒体平台传播法治文化。通过征集法治精神

话题，在微信公众号的视频号中，呈现朗诵作品、纪实作品、

采访作品等，为受众营造数字化信息获取场景，塑造独特的受

众体验，提高用户的关注度和参与的积极性，形成网络合力。

再如利用短视频平台传播法治文化作品。短视频平台可以

激发用户兴趣，打破传统媒体单一推广的局限，通过抖音平台，

可以将短视频的优势与法治故事、法治精神传播结合起来，以

朗诵、演讲、展馆参观、主题教育等形式融合起来，让用户感

受到法治精神的魅力，吸引年轻人了解法治文化，传承法治基

因。还可以组织短视频比赛，征集法治宣传、法治服务主题短

视频，设立法治文体展示栏目，促进移动设备实时互动，拓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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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文化传播的视角和多样性。

使读者能跨越时间与空间的限制，通过数字化场景模拟、

线上展览等“多方位”“多感官”地感受与欣赏法治文化作品。

四、大力创新法治文化数字化交互途径

计算机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将我们从受困于时间与空

间的纬度解放出来，数字化传播已成为一种基本传播行为，成

为当下的日常传播实践。数字化传播具有全程、全员、全息、

全效的特征，使得传统媒介的角色、任务、功能正在变化，传

播取向、传受关系亦发生变化，在不断重塑文化新形态。就法

治文化传播领域来说，数字化传播有助于搭建法治文化数字基

础设施和数字服务平台，推动法治文化数字化传播体系建设，

推动新老媒体深度融合发展；有助于发展法治文化数字化新场

景和线上线下一体化的数字化新体验。

如法治文化 H5 作品，可以运用长图、动图、背景音乐、

手势识别、滑动、点击等互动性较强的操作吸引用户的兴趣，

以生动有趣的形式为载体，融入法治文化内容，吸引受众主动

参与到互动中，了解和传播法治文化。用户可以化身为朗读者，

通过线上阅读活动，体会法治精神，完成后还可以将朗读作品

分享至朋友圈，形成二次传播。还可以设计互动游戏，将法治

文化融入游戏中，寓教于乐，实现法治精神娱乐化传播。

再如加强法治文化沉浸体验，建设法治文化学习宣传基地，

以法治文化为主题，从全局统筹规划开发法治文化资源，与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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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特色法治文化资源相结合，构建统一的品牌形象，建造沉浸

式体验研学基地，打造集法治文化、知识、故事体验于一体的

法治文化传承体系，传承法治基因。

可以运用 VR、AR 等智能传播技术，建设主题公园、体验

馆、纪念馆等，通过智能视频、全景图展示，打破空间限制，

建造超现实空间，将法治故事展现在用户面前，为受众提供沉

浸式的法治文化体验，让受众感受更多细节，有助于受众深入

了解法治文化。

还可以运用数字化传播技术手段，依托融媒体，打造独具

特色的法治文化具象化、可视化的节目，通过音频讲解、图文

互动和模拟实景等方式，让用户在线上感受法治文化，法治精

神。以新颖的方式展示法治文化，让用户主动参与，产生身临

其境的感觉，感受法治精神，推动法治文化传播。

融媒体时代，法治文化呈现全媒体、多样态的融合发展趋

势。受众在沉浸式、互动性强的法治故事场景中，领略法治文

化的精神动力和价值引领。下一步工作中，我们要通过多元主

体多种手段协同推进，不断提高法治文化数字化传播的智能化、

专业化水平，让数字化传播更好赋能市域法治文化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