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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交通广播凭借其庞大的移动收听受

众，目前在传统媒体中依然呈现逆势而上的态

势，此乃天时；杭州广播电台位居江浙富庶地

区，经济发达，此乃地利；在节目中巧妙地运

用各种资讯，给听众耳目一新的听觉感受，这

是人和。本文作者以浙江地区乃至全国交通电

台中名列前茅的杭州文化广播电视集团交通

91.8 电台为例，选择“新闻早高峰”节目作为

案例模版，就如何将“新闻资讯等素材节目化”

的方式和手段进行探讨。

关键词：交通广播 新闻资讯 节目化 手

段途径

为了适应现代人收听习惯的改变，尤其是

移动收听逐渐成为广播主要受众的现实，经过

前几年的探索和实践，现在的广播节目早就打

破了诸如新闻类节目、音乐类节目、服务类节

目以及综合类节目、专题类节目的分类界限，

在早晚移动收听的黄金时间，设置集新闻资讯、

话题互动、音乐穿插、娱乐参与等广播元素于

一体的拼盘节目。杭州交通91.8电台从2010年

左右开始探索将早高峰时段 7：00-8：00 的新

闻节目与 8：00-9：00 的娱乐版块合并拉通，

内容上尝试将新闻与节目有机结合起来。此处

之“节目”特指广播节目中除新闻播报之外的

综艺类播出形式。

一、新闻资讯播报节目化的手段

根据受众收听的习惯分析，一般我们会将

早高峰节目时间的内容推送偏重于新闻及各类

资讯的传播。这些新闻资讯在早高峰节目中主

要有两种呈现方式：

一是集束式新闻。即“一句话新闻”。表现

形式为将新闻编辑为 20-50 个字不等的标题式

新闻，在一个小时当中出现频次 2-4 次，约为

40 条左右。这是一种告知式的播报，主要功能

是尽可能大量地传达最新的资讯，以满足早间

时段人们出行途中对于最新资讯的获取需求。

二是讲述式新闻。这一类新闻一般会比较

软性，贴近生活，或者是具有一定争议性，便

于主持人在讲述的时候可以跳脱新闻进行一些

延展，而这种播出模式的运用通常就是使之

“节目化”的过程。

新闻资讯在节目中呈现的各类操作手法概

括起来有以下几种情形：

1. 增加后缀语言。以简洁明了的语言予以

阐明、点评、串联、引申、调侃、自嘲。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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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在集束性新闻和讲述性新闻中都可以使用，

只是在集束性新闻后面紧跟的内容需要更加简

短。比如，在 “即将降温”和“杭州的紫薇花

盛开”的新闻之间，主持人使用了“降温了，

你的秋装有没有准备好”的“串联”，妙就妙在

主持人口中的“秋装”，指的是杭州城市的秋

装，就是盛开的紫薇花。

2. 关注别人怎么看。这是将新闻事件做横

向延伸，必要时应用名人效应，将新闻的各方

观点、观察等引入参考，增加新闻的宽度。从

内容上看似乎并不属于“节目化”，但是一般选

入的都是声音素材，或者观点比较新奇和个性，

有些还颇具幽默感，因此，这些观点和评论本

身也具备了“节目化”的元素。

3. 裂变为一个话题。将话题穿插在后续节

目内容中作为互动使用。这是一个非常凝练的

操作过程，需要主持人有很强的节目感。结合

得好与不好，在后续的互动结果可以马上验证

出来。比如，某天有一个中国登山队登上珠穆

朗玛峰的消息，主持人在这个消息的后面出了

一个互动话题：如果你登上了珠峰，你会说一

句什么话？这里，主持人使用的是很常见和简

单的“一句话参与”的互动方式，但是放在这

里，简单的方式却激发了受众各具想象力的

“豪言壮语”；而主持人又将“登上世界最高峰”

与节目正在进行时的“杭城早高峰”结合起来，

一语双关，一题多联，取得良好的时段互动

效果。

4. 运用段子进行趣味评说。段子是近期在

网络流传的一些能让人会心一笑的冷幽默文字，

使用恰当贴切则有画龙点睛、趣味横生之效果。

5. 各种知识链接。早间版块节目中新闻和

资讯掺杂，其中一些生活类的资讯需要有一些

解释和说明，尤其是交通广播，对于车上人群

关于汽车的一些基本常识的解释，通常可以带

起较高互动量。比如，某次节目中有一个女司

机高架爆胎，交警帮忙，10 分钟解决问题的新

闻，在这则新闻中交警透露，10 个爆胎事故中

8 个驾驶人不会现场换胎。主持人借此将一个

“9 步换胎法”的“秘笈”公布在电台的新媒体

平台“开吧”的互动区中。当天这一节目的话

题点击和下载量超过1200多次。这样的互动数

量已经超越了节目时段，几乎成了全天候节目

在线的立体互动。

6. 娱乐互动增加可听性。如：关联某一句

歌词，使用恰当的、大家耳熟能详的某一首歌

当中的一句歌词来进行互动，往往可以达到意

想不到的效果，这取决于主持人对于流行歌曲

的熟悉程度，和对新闻的理解程度，在两者之

间进行无缝连接。

7. 使用影视作品、小品、相声等艺术作品

中的经典台词。这一个声音库也是非常巨大的，

并且目前的各种互联网平台也为此提供了选择

的无限可能性。只要精心选择最贴切的声音素

材来诠释新闻资讯，可以巧妙地一语中的。

8. 主持人的即兴原创。节目主持人通过歌

唱、吟诵、自创顺口溜等形式，通过自带幽默

的语言，创造性地予以诠释。

二、新闻资讯素材节目化呈现带来的变化

通过以上列举的各种手段和方式在节目中

的运用，我们可以看到各类新闻资讯的节目

化操作并非简单地将新闻资讯娱乐化、口语

化，而是节目再创作的操作技能。实践证明，

新闻资讯节目化操作的新节目形式，对新闻

资讯的传递做了很好的延伸，节目的收听性、

到达率、可听性、互动性都有了明显提升。

由 此 带 来 的 节 目 收 听 变 化 体 现 在 以 下 几 个

方面：

（一） 早间节目娱乐化，但不减弱传统新闻

节目的资讯量

资讯量是通过集束新闻来保证的，而且对

于广播听众来说，一句话的集束新闻可以基本

满足他们在早间行车过程中对资讯了解的需要。

讲述性新闻中的有部分延伸内容还会对新闻的

背景，或者相关联的内容进行介绍，一定程度

上扩展了新闻资讯本身的内容范围。

（二）在新闻资讯播报上强调质的提升

这里所说的“质”是指整个节目的新闻类

型的完备。在综艺类节目里对新闻资讯进行延

伸加工处理实际上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虽然

这里没有传统新闻节目中的一些诸如标准体裁

的“专题”“特写”“评论”等等，但是它使用

了一些网络时代受众普遍接受的艺术加工手段，

或画龙点睛，或话外有音，或使用话题讨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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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不露痕迹地引领着受众的思维和价值判断。

一些主持人对于新闻资讯的后缀点评看似调侃，

实则精心设计。这些都比传统新闻播报“我播

你听”的直线灌输式的节目形式有了进一度的

深化。

（三）突出新媒体时代广播媒体的参与性

广播电台网络化。很多传统电台都会在多

媒体平台同步播出和互动，强化受众的参与度

是吸引受众和粉丝的重要节目手段。节目参与

渠道的多元化促进了节目在参与手段上下功夫，

利用节目话题和实用性的小知识，流行的影视

作品、歌曲等文艺作品等都会激发受众的参与

欲。新闻资讯在综艺节目中变得有温度、有历

史厚重感，也更有人情味。

（四）节目的可听性、接受度明显强化

传统的新闻播音就好比做菜，虽然菜每天

不一样，但是烧法没什么变化，调料明显不足，

所以在形式上千篇一律缺少变化。综艺节目的

传播优势是同样的内容也要变化说法、变化包

装、变化编排，花样百出吸引受众耳朵。当节

目为受众普遍接受，就会产生一定的忠诚度，

在网络上体现为粉丝的黏合力。这种可听性不

是庸俗化，是主持人智慧和功力的展示，是一

种主持艺术，具有相当的专业性。

（五）凸显主持人能力优势

广播节目好听不好听，能不能听得下去，

就看主持人是不是出彩。主持人的出彩绝不是

不 假 思 索 、 信 口 开 河 就 会 妙 语 连 珠 。 所 谓

“能力”是体现在扎实下功夫进行知识储备并

不断实践的基础之上的。一位优秀的综艺节

目主持人要写稿、备稿，不打无准备之仗，

并且要将各种可能的应对方案尽可能地梳理、

整理、备用，这样才能够临场显得从容不迫、

信手拈来。

交通 91.8 电台要求主持人具有运用“十八

般武艺”的能力。所谓“十八般武艺”并不是

指固定的十八种主持技巧，而是泛指在节目中

使用各种“节目化”的手段，使得节目更加轻

松、灵动、精巧、好听并耐人寻味。“节目化”

就是把新闻资讯、音乐、音响、语言等广播元

素进行艺术加工，使之成为一种既好听又实用

的艺术作品。

三、新闻资讯节目化过程中要注意的几个

问题

新闻资讯节目逐渐综艺化，这是广播在移

动化、网络化过程中逐渐摸索出来的新形式，

虽然这种运作具有一定优势，但是操作过程中

也不可避免的有一些问题存在。

首先，“节目化”是一种处理方式，但不是

所有新闻都需要或都能够被“节目化”。这需要

编辑、主持人有相当的敏感性和把握能力。在

不该延伸的地方延伸、不该点评的地方乱点评、

不该调侃的地方瞎调侃，分不清轻重里外的，

都容易“踩线”，这给节目的监管提出了新的

要求。

其次，不能将所谓的“节目化”曲解成为

庸俗化，甚至低俗化。有一些主持人将其中不

太健康的段子或词语使用到节目当中，以为这

就是“节目化”。其实这样的广播语言降低了媒

体节目的格调和品味，是主持人思想品德、艺

术品位不够的表现。这种现象目前在一些电台

的娱乐节目、综艺节目中都或多或少存在。

再次，新闻资讯要节目化，要具有可听性，

就需要调动各种艺术手段。现在不少节目呈现

出来的是手段单一、缺少变化、不够丰富。这

样的“节目化”无非是从前一种“单一”变成

另一种“单一”，没有解决“好听”这个关键

问题。

最后，归根结底是人的问题。主持人是节

目的灵魂，对于每一个广播电台的每一档节目

来说，一个适合于这一档节目的、敬业的、能

力超群、受众喜爱的主持人是电台难得的资源。

杭州交通 91.8 电台在节目的调整改进中不

断解决出现的问题。近年来早晚高峰时段的收

听率也一直稳居本地区电台节目平均收听的首

位，平均收听率达到 15% 以上。来自杭州文广

集团视听中心的视听研究报告：杭州电台全天

收听最高峰出现在 7:10—9:45 时段，这样的数

据表现也验证了“早高峰”时段节目运作的科

学性和实操性。

（作者单位：杭州文化广播电视集团交通

91.8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