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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深度融合

许日华

全媒体时代广播文化节目全媒体时代广播文化节目
融合发展路径初探融合发展路径初探

——金华电台《诗画金华 为你读诗》实践分析

摘要：地方广播根植本土，熟悉本地优秀

文化资源。如何抓住媒体融合机遇，多措并举

提升广播文化类节目的传播力、影响力，具有

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以金华人民广播电

台《诗画金华 为你读诗》节目为例，以地方广

播把诵读类节目作为突破口，剖析精准定位目

标受众、整合优势内容资源、跨平台多渠道分

发、强化全链条互动运营，以较小成本打造具

有一定本土影响力文化类节目的实践经验。

关键词：精准定位 跨平台 热点思维 互

动运营

近年来，我国广播电视界推出了 《中华诗

词大会》《经典咏流传》等众多弘扬中华传统文

化的优秀节目。这些节目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

形式，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令人耳目一新。这

些文化类节目大都是中央台、省台或者大型文

化影视制作公司主导推出的。市、县地方台由

于受资金、人才、技术和文化资源短缺等诸多

因素的限制，文化类节目一直难有突破。

2019 年 4 月 1 日，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开办

了一档《诗画金华 为你读诗》的诵读类文化节

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一期，每期 5 分钟。节目

推出两年多来，赢得了众多关注，成为了金华

本地一档“人气”广播节目。这其中到底有何

“秘诀”呢？

一、精准定位 内容本地化受众清晰化

《诗画金华 为你读诗》 以“如诗如画金华

倾听最美心声”为宣传语，节目的精准定位主

要是两个方面。首先是对内容的定位，作为一

档诵读类的日播节目，《诗画金华 为你读诗》

确定的诵读内容为“金华籍诗人名作、历代诗

人在金华创作和歌咏金华的名篇”。作为一档广

播节目，必须要突出广播的“声音”特色。“有

声语言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韵律美。”①而把

诗歌作为诵读内容，最能体现“韵律美”。

金华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诗歌资源丰富。

唐代骆宾王的 《咏鹅》 千古传唱，他是金华义

乌人；“人民诗人”艾青，写下许多不朽诗篇，

在国内外具有广泛影响，他是金华金东人；李

白、李清照、陆游等历代著名诗人，都留下了

与金华有关的诗篇。根据“唐宋文学编年地图”

搜索统计，唐宋时期有 18 位著名诗人在金华

停留，留下诗作 136 首。②这还不包括其他朝

代和现当代诗人，可以说可供选择诵读的内容

非常广泛。这样的节目定位，可以确保 《诗画

金华 为你读诗》传播的内容是经典的，并且是

接金华地气的。

除了对内容进行精准定位之外，节目对受

众也做了精确分析和定位。全媒体时代，“用户

至上”的理念深入人心，节目只有目标受众定

位清晰，才能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诗画金

华 为你读诗》把节目的受众确定为中小学生和

他们的家长。

据初步统计，现在金华市区以“口才培训”

为内容的社会培训机构将近 100 家，参加培训

的学生超过万人，诵读类节目拥有潜在受众群

体。节目播出时间安排在早晨 7:40，这刚好是

金华的上班高峰期，也是大部分家长送孩子上

学的时间，可以保证较好的传播效果。

为了让节目的受众群更清晰，提升节目的

到达率与黏合度。《诗画金华 为你读诗》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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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借鉴 UGC （用户生成内容） 生产理念，直

接把中小学生请进录播室，参与节目录制，让

受众成为节目的生产者和节目的主角；栏目主

持人变成配角，承担起节目录制、剪辑、配乐、

串接等工作。把演播室舞台交给受众之后，节

目得到了更大的传播舞台。

二、精心制作 让小节目变成大舞台

《诗画金华 为你读诗》 把节目诵读内容定

为“金华籍诗人名作、历代诗人在金华创作的

和歌咏金华的名篇”，这样就具有了传播地方文

化的特质。这为节目的推广带来了不少便利。

节目组联合金华市图书馆和金华市少儿图

书馆，筛选把关诵读内容。同时与金华市关心

下一代委员会、金华市少工委进行对接，走进

中小学校，开展节目推广和诵读招募活动。活

动推出后，受到了很多学校的热烈欢迎和支持。

确定内容，招募学生诵读者之后，就进入

到了录制环节，节目组精心组织录制。为了不

影响学生上课，节目基本上一周录一次，一次

录制一周的播量。每一次录制，节目主持人阿

胖都全程指导。

按照每次录制一周的播出量，一次大概有

15 位学生参加。录制时间基本安排在周末，有

时候是下午放学后。虽然仅仅只有十几个学生，

十来首诗歌，但经常一录就是几个小时。有些

学生因为没有经过专门的培训，有些学生虽然

经过口才培训，但难免会拿腔拿调。为了让节

目具备播出水准，主持人和录音师不厌其烦地

进行示范和纠正。

节目录制的一般流程是：先让学生朗诵，

然后主持人示范，学生再朗诵，然后主持人一

字一句拆分讲解、示范。录制过程变成了学习

的过程，对参加节目的师生触动很大。比如金

华市环城二小的叶雨灏同学，录完节目后，在

留言本上写道：“阿胖老师用温和的语气，纠正

着我们的读音，我认真地听着，一直自以为朗

读还不错的我，此刻完全没有了底气。不过阿

胖老师并没有嫌弃，反而耐心地纠正我的问题，

告诉我朗读时应该更有中气，感情表达应该更

到位。”环城小学高燕云老师说，阿胖老师精益

求精的态度令人佩服。孩子稚嫩的笔触、老师

由衷的话语，都是对节目的信任和支持。

截至目前，已有 30 多所学校参加 《诗画金

华 为你读诗》节目的录制，很多学校都要求再

组织学生参加。现在，金华很多学校还把参与

节目作为“本土文化第二课堂”，将学生阅读的

诗篇以及音频内容，配上老师的解读和学生的

感想，通过学校的微信公众号、每篇编发、推

送，让节目获得更广泛的传播。可以说 《诗画

金华 为你读诗》节目在制作中通过主持人、导

播的精益求精，为节目注入人格化符号，以口

碑赢得受众真心支持。

三、全链条运营 做实节目后续服务与

开发

受众深度参与 《诗画金华 为你读诗》 节

目，节目组始终以受众为中心开展节目运营，

将“用户至上”理念落实落细。节目录制是

“传、受”互动的开始，如何让这种“传、受”

互动持续到节目播出之后？解决这个问题不仅

可以稳定受众，更能精准收集受众意见，促进

节目后续改进提升。为此，节目组一开始就组

建了微信群，把每一次参与录制的老师、学生、

家 长 都 邀 请 到 群 里 ， 目 前 群 成 员 已 经 超 过

400人。

在这个微信群，节目主持人阿胖经常和家

长、老师、学生交流诵读心得。不少喜欢诵读

的学生，课余时间经常自己或者通过家长发问，

节目主持人阿胖都会一一耐心解答。一段时间

下来，主持人阿胖就梳理了一个“问题清单”。

借助智能手机和音频录制客户端，有兴趣

的孩子经常上传自己的作品到群里，让阿胖老

师指点。通过经常性的互动，主持人阿胖在家

长和学生中具有了一定的知名度，节目的影响

力也得到了提升。不少家长感慨，参加 《诗画

金华 为你读诗》让孩子爱上了诵读。有了家长

和老师全力支持孩子参与节目录制，节目组以

更精益求精的态度对待每一次录制。

为了进一步扩大节目的传播效果，除了在

广播播出之外，节目同时上传客户端，方便大

家回听、留存、转发。2019 年 7 月，金华广电

艺术培训中心正式开课，《诗画金华 为你读诗》

节目还成了培训中心课堂分析、讨论的素材资

料。节目资源在多次传播利用的同时，更加深

入人心。可以说，对《诗画金华 为你读诗》跨

我看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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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全链条的运营，提升了节目传播力、影响

力，深化了节目的价值内涵。

四、借势借力 化新闻热点为传播热度

做文化节目同样需要增强“脚力、眼力、

脑力、笔力”，围绕新闻热点开展的主题阅读让

节目增色不少。《诗画金华 为你读诗》 节目在

运营中，经常结合时事热点，围绕中心工作，

进行诵读内容编排，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当前，浙江省正全力打造“四条诗路”文

化带，做优诗路文章，助推浙江大花园建设，

金华启动了“诗路金华”建设行动。《诗画金

华 为你读诗》 节目顺势推出“诗路金华 山水

诗歌”阅读季，诵读历代诗人歌咏金华山水的

诗篇，为金华建设“浙中大花园”营造良好舆

论氛围。

艾青诗歌节期间，节目推出“艾青诗歌”

阅读季，为艾青诗歌节的宣传和推广尽一份自

己的力量；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节目组联合

金华市妇联，邀请书香家庭走进录播间，助力

全民阅读；“六一”儿童节前后，节目推出“亲

子阅读季”，顺应节目开播以来听众通过热线要

求报名参与的热情，向社会公开招募亲子阅读

人员。活动一经推出就吸引 20 多个家庭报名

参与。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2019年9月开

始，节目组策划推出“红色诗歌阅读季”，精选

金华诗人艾青、冯雪峰写作的具有浓厚革命豪

情和爱国主义情怀的诗作，组织诵读，传承红

色文化，弘扬奋斗精神。今年，为迎接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 周年，节目组联合金华市朗诵艺

术协会推出主题诵读。

除了根据不同节点，分类推出主题阅读之

外，节目组积极通过举办线上线下活动提升影

响力。2019 年 8 月，节目组与金华市相关部门

一起在金华山鹿田书院为海外学子举行了一场

别开生面的“中外诗会”。来自德国、意大利、

南非、克罗地亚等国家的学子们与他们的中国

搭档默契配合，共同演绎金华和来自读诗的海

外学子自己祖国的诗歌，“以诗会友”“以诗言

志”。在诗会上，海外学子和志愿者朗诵了《重

提八咏楼》《金华山》《金华牧羊儿》《对酒行》

《鹿田寺》等李白、王柏描写金华的诗歌，从新

的角度了解中华文化，了解金华山故事。这种

深度的文化交流让海外学子对金华有了更深的

了解。《诗画金华 为你读诗》 节目知名度和美

誉度也得到进一步提升。

2020 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节目组举

办了“最美的诗歌 献给白衣天使”主题征集活

动。通过 《诗画金华 为你读诗》 节目微信群，

发动参与节目的阅读爱好者，通过手机录音软

件，诵读一首自己最喜欢的诗，献给最美逆行

者，节目组进行后期包装后播出。这样的活动

不仅丰富了阅读爱好者居家隔离期间的文化生

活，也为战“疫”提供了舆论支持。

五、结语

统计显示，我国至少有一亿年轻听众喜欢

收听有声读物。③这让“声以载道”的广播，面

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目前有声类诵读客

户端超过200款，大家都在瞄准这一受众群体。

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以较小的成本，把 《诗画金

华 为你读诗》打造成了在金华本地拥有稳定受

众、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广播诵读节目。该节目

在“精准定位”“贴地服务”“互动运营”“用心

借力”等方面的努力探索，对全媒体时代地方

广播诵读类文化节目的转型升级具有一定的实

践意义。

总之，地方广播要做好文化类节目，必须

深入挖掘本地文化内涵，坚持“受众”第一，

在融合运营中发挥广播特色，跨媒介、跨平台

整合优势资源，才能避免节目陷入“传者用心、

受众无心”的尴尬境地，在媒体融合的激烈竞

争中才能更好地发出主流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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