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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传播

郑燕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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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种品牌栏目层出不穷，特别是新闻节

目和综艺节目占据大部分收视率的现状下，作

为目标受众为渔农民的电视对农节目，处境显

得较为尴尬和窘迫。目前大部分电视对农节目

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节目主题不够突

出，偏离节目设置的初衷，变成了一个大杂

烩，以各类信息拼凑为主，科普性不够，服务

功能减弱，对于渔农民产业结构调整的引导力

降低，可看性不强。电视对农节目要取得一席

之地，进而成为广大渔农民的良师益友，必须

提升核心竞争力。

一、找准定位方向，镜头聚焦“三农”

电视对农节目的受众是渔农民，在节目定

位上，应该按照精准、科学、大气的原则把

握，力求体现科学、时尚、前卫、服务大众、

助民致富的主旨。办好办活、做精做细电视对

农节目，在定位上要遵循三条原则：一是必须

贴近农民，二是必须贴近农业，三是必须贴近

农村。电视对农节目要紧紧围绕党委政府中心

工作，明确“三农”部署重点及当下要解决的

主要问题，牢牢把好对农节目的定位，拓展对

农节目的内容，加大全面推进新农村建设和城

乡一体化发展的报道力度。记者要深入基层、

深入农村，选题内容要从原先的渔农业生产扩

展至新农村建设的多个领域，从原先关注渔农

村物质文明建设扩展到渔农民精神家园建设、

渔农食品安全、渔民转型创业等方面。舟山电

视台对农节目 《渔农天地》 于 2001 年开播，

是一档以渔农民为目标受众的渔农类科普栏

目。开播至今，舟山的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大变

化，渔农业占比下降，海洋渔业资源衰退，涉

农、涉渔产业在经济中的地位有所下降，《渔

农天地》的拍摄素材逐年减少。为了确保节目

有序开播，栏目组积极进行改版，努力适应新

时代新要求。新版栏目增加了渔农村风俗风

貌、舟山俚语文化、舟山渔农副产品口碑营

销、浙江乃至全国各地优质渔农产品介绍等内

容。无论是内部力量的人财物投入，还是节目

数量、时段安排、运作方式，都自觉紧跟时代

步伐、“三农”需求，不断调整、充实、完善，

品牌包装、栏目设计、片头片尾声画处理等全

然一新。

二、树立服务意识，凸显地域特色

作为区域对农的观察者、发现者、记录

者、服务者，电视对农节目应该根据拥有的节

目资源、物质资源、人力资源、环境资源等方

面的优势与弱势，扬长避短、精准定位，注重

打造能体现地域特色的对农节目，塑造栏目整

体风格，体现栏目个性。电视对农节目要充分

利用地方资源，发挥地方优势，利用对本地受

众的接近和对本乡本土的熟知，给节目内容创

新提供丰富的资源，从渔农民普遍关心的热

点、难点、焦点及兴趣点入手进行挖掘，办出

具有浓厚本土特色的对农节目，把本地区最精

华、最具风格、最具影响、最有故乡情调和韵

味的文化内容表现出来。相较于省内其他地

市，舟山海洋文化的地域特色最明显，电视对

农栏目《渔农天地》在海洋文化的传承和挖掘

上有很多体现，如嵊泗放流体验记、夜闹东沙

弄堂节、日赏休渔谢洋大典、渔歌号子、渔民

画、做七湾凉床传承非遗文化、秀山海泥狂欢

季、舟山渔绳结的传承等等。节目中还设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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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小版块“米道”，这个小版块很好地展示了舟

山特色地道的传统美食，有着浓浓的乡土气息。

电视对农节目的优势要体现在地域上、心理上、

文化上与本土观众的接近性上，充分考虑当地

受众的实际需要，发挥贴近性、亲和性，集独

特的地方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风土人情和风

俗习惯、心理特征和思维方式于一体。

三、创新节目形式，打造品牌栏目

电视节目之间的竞争，实际上是能否提供

给受众高质量的品牌节目。为此，电视对农节

目在进行节目构架时，一定要以创品牌为中心，

从节目对象化、风格个性化、创新编排方式等

方面下功夫。一是节目形式要朴实，贴近农村

生活实际，要选择符合渔农民口味的节目风格

和样式。记者要深入到渔农民身边，去讲述他

们的故事，和他们直接对话，倾听他们的心声，

与他们成为朋友。二是节目要设置主题突出、

特色鲜明的版块，不断推进节目运作和编排的

创新，栏目多样化，信息服务与重点选题并重。

题材要丰富，信息量要广泛，人物专访、渔农

科普知识、非遗文化等各类题材齐全，天气情

况、农作物生产信息、水利设施建设、安全生

产等都要涉及。三是要设置相对固定的个性化

专题栏目。比如周一设置农事信息，周二设置

农村科技知识普及，周三设置人物专访，便于

观众定时定向收看，从而形成收视习惯，建立

长期受众群体。四是要强化栏目服务的功能。

要在如何加强渔农业生产、渔农事信息服务、

农产品销售上下功夫，从服务对象的需求出发，

真正为渔农民提供帮助、解决问题、实现效益。

五是做好节目包装。要提高节目的可视性，精

心拍摄画面，设计字幕，录制音响，在节目后

期制作和编辑处理中，力求让各个元素融为一

体，与节目定位和风格相适应，以此来提高节

目整体收看效果。

四、延展播出平台，充分利用新媒体

随着网络渗透率的不断提升，以互联网为

代表的新媒体对电视观众的分流已成不争的事

实，通过新的媒体平台，如利用频道网站进行

网络直播、视频点播，利用车载电视、手机电

视等实现多次传播，扩大覆盖面，吸引更多受

众群，都成为时下各大电视台探索的方向。电

视对农节目应该积极融合新型媒体，大胆尝试

多种新技术、新通道、新平台、新方式，积极

建立与网站、微信、微博、APP 客户端、广电

自身其他频率频道节目、平面媒体等的互动、

链接或合作。从信息传递到农技服务，从政策

解读到帮助农户解决卖难问题，在节目针对性

和服务性上可以有新的拓展和深化。节目中可

以设置线上线下互动环节，让观众、微友实时

参与发表看法，使节目更具吸引力和互动性，

籍此办活节目、扩大平台和影响、搞活流通服

务，使电视对农节目不单办得更加时鲜、活泼，

而且有效扩大传播、服务的功效和影响力，推

动电视对农节目向多媒体扩展。

电视对农节目的核心竞争力，是靠准确的

节目定位、独特的地域特色、高质化的品牌效

应、丰富的宣传内容、新型的传播模式来凸显

的，需精心谋划，深度创作，突出栏目对渔农

业的服务功能，提高栏目品质，努力适应新时

代新要求。唯有如此，才能如愿在收视市场中

分得一杯羹，进而在激烈的竞争面前拓宽发展

空间。

（作者单位：舟山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