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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亚军

精准设置议题 讲好乡村振兴故事振兴故事振兴故事振兴故事振兴故事振兴故事振兴故事振兴故事振兴故事振兴故事振兴故事振兴故事振兴故事振兴故事振兴故事振兴故事振兴故事振兴故事振兴故事振兴故事振兴故事振兴故事振兴故事振兴故事振兴故事振兴故事振兴故事振兴故事振兴故事振兴故事振兴故事振兴故事
——浅谈如何做好新时代对农广播

禽竟然是它？》科普了关于猫头鹰和棕背伯劳的

冷知识；而《以面为“绳”，看看你能跳几下？》

《惊险！蜘蛛人悬崖峭壁捡垃圾》等则通过体验

的方式，展现寻访地的特色美食和特殊职业。

此次制作的短视频以每天三条以上的频率

发布在中国蓝新闻 APP、微博、微信、抖音、

视频号等互联网平台，贯穿拍摄和播出的全过

程，内容扎实、富有创意，形成声势。

（三）花絮集锦：电视素材用到极致

在每集节目播出当天，还专门为每位嘉宾

剪辑了节目花絮集锦。如《披襟斩棘的王教授》

《被教书耽误的电焊女工》，分别截取了浙江大

学教授王珂下地干活、做面、做酒糟的场景，

以及浙江大学教授赵瑜在车间尝试焊电路的有

趣体验。又如 《沈·无所不能·满洪，我觉得

我啥都会》《小付琳逛夜市，要什么都没有》则

通过长三角生态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沈满洪做手

工前后心态对比、主持人付琳逛夜市的坎坷体

验让网友看到了他们与电视上不一样的反差萌。

受时长和内容属性的限制，电视端有不少

素材无法呈现，而花絮集锦正好可以将这些有

趣、意外甚至尴尬的片段吃干榨尽，还擦出了

不一样的火花。

（四）理论集锦：配合电视提前梳理

作为一档电视理论节目，在新媒体端，理

论部分的宣传也十分重要。在本季节目每集播

出前，新媒体端都会推出一篇该集的理论集锦，

通过截取节目中嘉宾的发言，将三个寻访地背

后的理论进行提纲挈领式的梳理，为大屏的播

出做好铺垫。

（五） H5：趣味互动融合呈现

值得一提的是，对应四集节目，新媒体端还

制作了4个H5产品。整季节目以一列高铁的形

态呈现，每集分别开设一列车厢，寻访团成员作

为列车中的乘客，点击人物以及车厢中的窗口、

电视等物品，就可以观看该集拍摄的短视频、慢

直播、花絮集锦、理论集锦等内容，兼具趣味性

和多样性，在传播上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15年》播

出后，在央视、新华社等中央主流媒体转载，阅

读量超过50万，全网点击量破千万，同时在内容

的深度和广度上也获得了广泛好评。如何让电视

理论节目深入人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15年》的探索证明，只要“内外兼修”，在

内容、表现形式上下足功夫，大胆创新和实践，

把最深刻的理论阐述用最生动易懂的方式表现

出来，电视理论节目就能真正“跑”起来。

（作者单位：浙江卫视新闻中心）

摘要：媒体传播，内容为本。本文以安吉

广播电台的实践为例，阐述对农广播的宣传报

道如何精准设置议题，让题材选择和内容传播

更具主动性、前瞻性、贴近性和服务性，为乡

村振兴战略提供更多支撑与借鉴。

关键词：对农广播 议题设置 讲好故事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为

对农广播宣传工作提供了新舞台、拓展了报道

新空间、提出了报道新课题。如何增强议题设

置能力，讲好乡村振兴故事，成为基层媒体人

面临的新挑战。作为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

六大分会场之一，到访安吉的嘉宾都发出这样

一句感叹：“安吉的农村不像农村，是花园，

是景区；安吉的农民不像农民，是产业工人，

是智慧型创业者”。作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创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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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山”理念诞生地、美丽乡村发源地，以及

全国新农村建设的典范，安吉有故事可以挖

掘，有题材可供选择，有经验可资借鉴，有

故事可以分享，因此安吉在对农广播宣传报

道中，始终立足媒体职能，发挥自身优势，

精准瞄向乡村振兴中新出现的问题和难点，

充分挖掘解决问题的路径和方法，为推动社

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贡献安吉智慧。

一、聚焦前沿问题，小切口能作大文章

典范并非一蹴而就，安吉的乡村振兴正

是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中逐渐成长为全国

典范。作为媒体人，鼓与呼需有之，但更需

客观看待成绩，主动查找不足，进而分析问

题，推动问题解决，从小切口入手，做好大

文章，让典范更经得起推敲与考验。

地处安吉西北部的天子湖镇高禹村是一

个三村合并的行政大村，是商合杭高铁安吉

站所在地。随着村庄开发建设，大量土地被

征用，村民因土地赔偿款分配问题产生矛盾，

不少矛头更是直指村民组长。记者走访后发

现，许多村民小组账务都由组长说了算，村

民小组长、会计、出纳“一肩挑”，组里的钱

就在他口袋里。村里穷时，集体资金几乎忽

略不计，矛盾并不凸显。如今村里有钱了，

一个村有 40 多个村民小组，部分涉及征地拆

迁的小组集体资金多达上千万，加之缺乏监

督和透明度，这种情况让人不寒而栗。村班

子再三斟酌后“下了猛药”，一方面成立村务

监督委员会，一方面重新制定财务管理制度，

指派大学生村官集中管理村民小组账目，制

约和监督村民小组长财权。之后又延伸推行

“所有决策村民定”“所有干部不碰钱”“所有

财务都公开”“所有决策都签字”“所有讨论

都参加”的“五个所有”制度。这起“组帐

村管”的典型案例报道后引发了社会广泛讨

论。纪委干部对此评价：“原来最难管的就是

村级财务，推行‘五个所有’制度后，村级

权力运行得到规范，村集体资金被管牢。”此

后，安吉越来越多的村庄开始采用“组帐村

管”方式。

致富心切，但又缺乏经验，不少群众对

市场信息常常会出现错误判断。此时，对农

广播保持高度的警觉，通过科学调查作出预

警和提示。

近些年，全国各地悄然兴起一个农业观

光旅游项目——“采摘游”。安吉依托得天独

厚的自然条件，该项目发展更是迅猛。短短

数年，全县就有“采摘园”61 家。但记者经

过大量实地走访后发现，“采摘游”形势并不

乐观，61 家“采摘园”中有 13 家已荒废倒

闭，剩下多数门可罗雀。究其原因：第一、

跟风现象严重，市场已趋于饱和。第二、培

育种类比较盲目，听闻哪个农产品效益好，

就集中种植哪类，甚至把全部身家财产都压

在上面，造成高投入低产出。第三、部分农

户缺乏必要种植知识，种植品种多而杂，引

发病虫害交叉感染。第四、大多数产业园为

复制他人模式，多而粗、小而全的经营模式

无法在市场竞争中取胜。记者对此采制的

《安吉“采摘游”发展现状调查》 播出后，让

农场主感同身受，农业和文旅部门相关专家

也迅速介入，对相关采摘园进行全面规划，

提供科学的整改措施。经过一番努力，一些

采摘园“起死回生”，“采摘游”项目在安吉

得到有序发展。

近两年，安吉对农广播连续播发了 《村

民议事会上化矛盾》《横溪坞垃圾不出村是如

何做到的？》《余村两兄弟的时代变迁》 等报

道，视角始终紧盯乡村振兴过程中出现的前

沿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已经成为安

吉对农广播设置议题的常态化选择。

二、聚焦典型案例，小乡村呈现大格局

这里所说的典型案例，一般是指能引起

公众强烈关注、具有丰富内涵、对实际工作

具有深刻启发借鉴意义的事件。作为新农村

发展的“排头兵”，安吉发生的案例常常具有

代表性和典型性，往往更能反映改革中的热

点和难点问题，更具前瞻性的宣传效应。

2018 年 4 月，安吉县溪龙乡黄杜村 20 位

党员一同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表示愿意捐

出 1500 万株白茶苗帮助贫困地区脱贫。收到

信件后，习近平总书记很快作出批示：“‘吃

创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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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不忘挖井人，致富不忘党的恩’这句话

讲得很好，增强饮水思源，不忘党恩的意

识 ， 弘 扬 为 党 分 忧 、 先 富 帮 后 富 的 精 神 ，

对于打赢脱贫攻坚战很有意义。”总书记的

问候和重要指示传来后，黄杜村立刻行动，

在国家扶贫办协调指导下，派出党员代表

会同有关人员十进贵州、湖南、四川等中

西部地区，行程五万多公里，实地考察气

候、海拔、土壤条件等要素，最终确定受

捐地。记者全程跟随并播发 《为了习总书

记的嘱托》，对黄杜村党员的扶贫行动进行

完整记录。这场“千里传情 一叶扶贫”行

动预计能够带动 1862 户 5839 名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增收脱贫。2020 年 3 月 5 日，落户贵

州省普安县的“白叶一号”迎来第一次采

摘 ， 历 经 两 年 的 白 茶 扶 贫 工 程 初 见 成 效 。

国家扶贫办领导对此高度评价：“这样的扶

贫行动是把东部地区的人才和优势资源向

纵深发展，使我们国家在区域发展上真正

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意义非

常重大，是具有战略性的。”

典型案例本身往往就是改革开放和社会

进步的产物，对农广播抓住了乡村振兴中的

典型案例就是瞄准了基层干部的主动作为和

首创智慧，以及广大农民的奋斗成果。

地处安吉县城附近的递铺街道鲁家村原

本是个贫困村，既不依山也不傍水，生态资

源在安吉并不突出，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籍籍

无名的小山村，敢于突破农业农村发展中的

瓶颈制约和制度障碍,通过土地置换、项目资

金整合，用政府投资撬动社会资本，推行农

村集体股份合作制等一系列创造性举措,有效

解决了美丽乡村怎么建、钱从哪里来、集体

经济如何发展、农民如何增收等一系列困扰

农业农村发展的问题。短短数年发生美丽蝶

变，让田园变成了景区、资源变成了资产、

农民变成了股民。这一典型案例被塑造成

《无中生有的鲁家模式》，后经上级媒体推广，

鲁家村成为全国乡村振兴典范，每年接待参

观考察团上千批次，村支书也成为浙江省新

农村带头人“金牛奖”获得者。

三、聚焦百姓关切，小广播心揣大情怀

与农民生活密切相关，能为农民朋友带

来实惠的案例，向来是安吉对农广播关注的

重点。

安 吉 对 农 广 播 常 年 开 通 “ 三 农 服 务 热

线”，一方面宣传党和国家的对农方针政策，

一方面收集村情民意和农民朋友在农业生产

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给予帮助对接、答疑

解惑。同时，还设有一个“我的农货我吆喝”

版块，发布供求信息，通过电波把平台变成

一个“空中大卖场”，免费帮助农民叫卖滞销

的农产品、自家的土特产等等。

2018 年 6 月，安吉县递铺街道三官村村

民吴玉良家中的杨梅滞销，经过“空中叫

卖”，许多听众自驾前往。短短四天，首批两

万斤杨梅一售而空。2019 年 9 月，安吉县天

子湖镇西亩村梦田基地的苹果和梨遭遇同样

问题，经吆喝后也迅速售空。“我的农货我吆

喝”的设置极其简单，一条信息加一个联系

电话，偶尔加几句农民的叫卖声，大到百亩

以上的水果基地，小到一筐鸡蛋、一斤笋干，

市民们就在这样简单的信息互通中完成交易。

安吉对农广播在形成品牌的同时，每年要播

发此类信息上千余条。

好的议题设置让乡村振兴的故事讲得更

接地气，更具可听性，也更有时代意义。安

吉的对农广播始终聚焦前沿问题，聚焦典型

案例，聚焦百姓关切的话题，在当地百姓中

赢得了不错的口碑，也在同行中赢得了声誉。

《农村新天地》 在 2018 年和 2019 年连续两年

荣获浙江省广播对农节目政府奖栏目一等奖。

《为了习总书记的嘱托》《乡村治理在安吉》

也分别获得当年度浙江省广播对农节目政府

奖节目一等奖。

总之，在对农节目创作中，只有让传播

内容更有主动性、前瞻性、贴近性和服务性，

议题设置才能更好地助推“三农”建设，打

通服务“三农”的最后一公里。

（作者单位：安吉广播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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