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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优专题

息推送，形成了多媒体宣传。

此外，记者还深入到孩子家中，

一天连线十多次，FM交通之声

成了广播受众了解事件最迅

速、最全面的媒体。

三、把握核心信息，实施精

准传播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新闻是

坚持得来的,新闻人在融媒体时

代贵在“汇信息、抢新闻、精传

播”。2月 18日，当搜救时间接

近 72 小时的黄金救援时间时，

现场很多人打起了退堂鼓，也

有部分媒体返回换人，笔者心

中始终坚守“救援不停止、新闻

永不停”的信念，依然不想放

弃。中午时分笔者正在临时救

援指挥中心赶稿子，突然听到

外面传来一阵掌声，历练了近

20年记者生涯的敏感神经告诉

我，奇迹可能来了……我飞奔出

去，果然，一辆救护车已经开始

发动，我上前一打听，顿时整个

人 亢 奋 起 来 ：“ 孩 子 找 到 了

……”此时，救护车已经启动，

车门已经半合上，我一把抓住

车门边沿，一脚迅速踩上了车，

半个身子悬在外面，我知道非

常危险，但此时脑海中只有一

个念头：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

到达现场、见到孩子，要把信息

以最快的速度传回频道。

上车后，在摇晃、快速行驶

的救护车上，我站着拨通了频

道副总监的电话，告知最新进

展。仅仅一分钟后，直播室的

电话已经接通，现场的信息第

一时间通过 FM 交通之声持续

精准地传播给广大听众，后方

的编辑从我的连线内容中编写

了文字内容，以最快的速度推送

微信头条，仅仅半个小时，点击

量达到了近50万，点赞量达1万
多。FM交通之声成了最早发出

孩子“已找到”的媒体。

四、结语

在融媒体时代，广播媒体作

为具有特定承载平台的传统媒

体，既有挑战，同时也潜藏了很

多机遇。广播媒体在搭乘融媒

体的快车后，获得了更加广阔

的发展空间。

在突发新闻中，媒体人应及

时掌握更多的信息来源渠道，

确保在报道中抢占先机；在报

道过程中，要学会利用多媒体

设备，确保前后方信息畅通，同

时及时反馈经过整合的信息流

资源，将最精准核心的信息及

时发布给受众，从而让广播媒

体在融媒体时代，获得全方位

的赋能。

（作者单位：浙江交通之声）

摘要：广播连续剧在“微时

代”面临收听市场的严峻考验。

这一传统的节目样式如何推陈

出新，继续吸引听众？笔者试

图从内容、情节、思维突破等方

面入手探讨广播连续剧如何与

时俱进，顺应当代受众收听心

理和习惯，从而实现脱胎换骨

的变化，最终赢得听众喜爱。

关键词：广播连续剧 时代

精神 思维突破 碎片化改造

顺应了听众碎片化的阅读

和收听需求，“微”字头的微博、

微信、微广播剧以及短视频等

短小的体裁样式，在当今大行

其道。而传统的广播连续剧因

为时长较长、体量较大，在微时

代面临收听市场的严峻考验。

由绍兴市新闻传媒中心、柯桥

区委宣传部等联合出品的三集

广播连续剧《集聚·柯桥》以弘

扬时代旋律、反映火热生活、制

作富有创意，在央广和绍兴市

新闻传媒中心绍兴综合广播播

出后，赢得听众热烈反响和业

内广泛好评，同时还获得了浙

江省第十四届精神文明建设

“五个一工程”奖。笔者以《集

聚·柯桥》为例，试着探讨广播

连续剧在“微时代”背景下如何

吸引听众。

一、瞄准彰显时代精神、贴

近生活、社会关注度高的热点

题材

在以“微”为旗号的移动传

播时代，不少人怀疑大体量、大

部头的广播文艺作品没有市场

了。但笔者认为，有些听友对

篇幅长的广播剧缺乏耐心，主

要还是作品不够吸引人，真正

吸引听众持续关注的首先还是

““微时微时代”广播连续剧
何以吸引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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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如果作品的题材是深受

听众喜爱的，听众收听了之后

意犹未尽、欲罢不能，恐怕小体

量的微剧倒无法让听众得到满

足，尤其是弘扬主旋律、展示重

大社会变革的宏大题材，需要

大体量、长篇幅、大空间才能承

载丰富和厚重的内容。

广播连续剧能不能吸引听

众，关键还是要贴近生活，把视

点落在社会关注的热点事件

上，即使是命题作文也要找准

听友感兴趣的视角去表现。如

何展示改革开放以来绍兴经济

社会发展的巨大变化？在寻找

题材的过程中，各个县市区、各

行各业的出色成就让广播剧的

创编团队繁花迷乱了眼。经过

前期大量的调研和充分的论证

后，广播连续剧《集聚·柯桥》主

创们的视线集中在了印染业的

一场规模和力度均前所未有的

“亮剑”整治行动上。印染业托

起了绍兴经济的近半壁江山，

产能占到全国的近四成，柯桥

又是绍兴印染业的集散地。这

场印染业改革，事关 300多家民

营企业的生死和 3 万多名员工

的生计。对政府来说，这同样

也是一场不能输的“硬仗”，因

为它关乎绍兴产业的根基，一

旦改革失败，造成大量民营印

染企业倒闭或外迁，那么绍兴

人引以为傲的中国轻纺城也势

必会沦为一座空城。改革不等

人，无论是政府还是那些面临

改造升级的民营印染企业，“生

与死”都在一念之间。

“亮剑”整治行动，反映了在

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柯桥

的风云激荡、波澜壮阔的奋斗

史、发展画卷。这个题材社会

关注度高，具有鲜明的地域特

色，集重大题材、工商题材、现

实题材、环保题材、热点题材于

一体，又非常富有故事性，要想

不吸引听众的耳朵都难。

二、在情节设计上下功夫，

牢牢抓住剧情这条生命线

在微时代听众变得越来越

没有耐心，人们越来越习惯于

快餐式的阅读或收听。此时广

播连续剧的剧情设计比微剧来

说显得更为重要。因为篇幅较

长，剧情是维系听众听下去的

最重要的因素，甚至可以说是

一条生命线。剧情无聊、拖沓，

听众听不下去，这个生命线就

断了。而巧妙的剧情设计通过

不断制造矛盾、设置悬念，使情

节层层深入、环环相扣，进而引

人入胜，让人欲罢不能，把听众

的耳朵牢牢地拴住。

可以说“矛盾冲突”和“悬

念”在情节的构建中，是编剧、

导演们用来增强故事性和吸引

听众的最基本、也是有效的

途径。

在三集广播连续剧《集聚·

柯桥》中，绍兴曼莎印染公司的

一则立即停产整顿“马上要拉

闸停机了”的广播通知，开门见

山爆出了一个冲突：工人们对

绍兴出台“史上最严”印染行业

改造提升整顿一时无法理解，

嚷嚷着“这么大的公司说停就

停啊。公司停了，我们怎么办

啊？不行！我们找老板去！

对，找老板去！”

不仅是工人对停产整顿无

所适从，一石激起千层浪，矛盾

冲突一个接一个产生，而且有

曼莎印染有限公司老板杨永福

和他父亲杨根昌父子之间的冲

突，有杨永福和柯桥区集聚办

主任李志良朋友之间的冲突，

还有杨永福和乡亲之间的冲

突，以及杨永福和王曼莎夫妻

之间的冲突。

有贯穿整部剧的冲突，也有

局部冲突；有藏在心里的闹别

扭，也有大打出手地干架。比

如河边一场戏，因为杨永福的

曼莎印染厂造成了河水严重污

染，一位乡亲的小孩掉到了河

里差点出事。这位乡亲一见到

杨永福，愤怒的情绪一下子爆

发了。

【音响：小河村落，船桨划

水声。

轿车停下的声音。村民围

上来。】

刘 哥：姓杨的，你给我

站住。

杨永福：刘哥？你们这是干

什么呀？

刘 哥：干什么？杨永福，

你就是个缺德的商人，你的心

都被狗吃了是吗？！

杨永福：哎，你怎么张口就

骂人呢？

刘 哥：骂人？我还要揍你

呢！我打死你！

【音响：二人纠缠的声音。

村民起哄。】

矛盾一层一层涌浪般地推

进，波澜起伏、扣人心弦。矛盾

产生的悬念也使听众一直处于

紧张和期待中，为人物的遭遇

和命运，也为绍兴史无前例的

印染行业大整治的结局而牵

挂。一环紧扣一环，要说全剧

无尿点也不算夸张。

三、以微时代思维突破传统

表达

广播连续剧非常适合在宏

大叙事、重大事件的演绎上发

挥作用，但微剧在微时代的碎

片化阅读或收听上更有先天优

势。如果既有广播连续剧的内

容承载量，又有微剧式的小片

段收听，是不是两全其美呢？

为此，三集广播连续剧《集聚·

柯桥》在创编和包装上进行了

创新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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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聚·柯桥》分为三集，在

每集的剧情设计中又分割成了

几个不同的场景，在每个场景

中又有小的冲突和高潮。犹如

几个微剧组成了一集，是一种

隐形的碎片化方案，听众听来

既轻松又紧凑。

如第三集第一场是在杨永

福家，杨永福向李志良套问曼

莎回国后的想法。第二场，是

杨永福想通后打电话给李志

良，准备投入 3个亿从瑞士引进

两台生产高端环保印染面料的

设备。第三场在剪彩现场，锣

鼓喧天声中，杨永福意外地见

到了曼莎。第四场在生产车

间，曼莎带安东尼参观了新开

张的“绍兴曼莎印染公司”，不

禁感叹柯桥印染业取得的进

步。第五场在汽车里，杨永福

和曼莎路遇车祸。第六场，在

病房里，杨永福接到了曼莎的

电话，曼莎要去意大利，使杨永

福失魂落魄。第七场转到了曼

莎在米兰的家，妞妞嚷嚷着要

跟妈妈回绍兴。第八场在集聚

区工厂里，杨永福惊喜地听到

曼莎和女儿要回绍兴的消息。

第九场是在机场里，杨永福迎

接曼莎和女儿，一家人幸福地

团圆了。

以上仅第三集一集就有九

个场景，既是剧情丰富的体现，

不断转换场景也避免了拖沓，

符合新时代听众快节奏的收听

需求。

《集聚·柯桥》还进行了小创

意包装，在播出时，也进行了碎

片化处理。创编团队制作了几

个小片花，每隔 15分钟插播，起

到了分割的作用，听众听起来

更轻松、更明晰。

另外，听众收听有很大的随

意性，在收听时还容易受到外

界的干扰，片花使听众随时能

了解剧情，跟上剧情。

四、结语

在“微时代”，微剧异军突

起，这一新兴样式迅速得到受

众的广泛认可，但微剧并不会

完全替代广播剧、广播连续剧。

三者之间并无优劣之分，只是

根据表达的不同需要有所区

分。大体量、长篇幅的广播剧

在重大题材的演绎上还是具有

不可替代的作用。只要注意找

准社会热点、群众关切，勇于创

新、勇于变革，甚至借鉴和运用

微剧的一些理念和手法，广播

连续剧依然会继续受到听众的

欢迎。

（作者单位：绍兴市新闻传

媒中心）

程 松 张 彬 李琳玲 张 元

从嵊州台《越剧万里行》
谈纪录片“时空”剪裁

摘要：在小屏主宰受众视野

的今天，强娱乐、批生产、快传

播的短视听内容逐渐成为生产

与消费主流；但纪录片尤其是

长纪录片凭借其对现实生活的

高还原度和人文关怀的多手段

体现，依旧展现出独有的勃勃

生机。本文结合嵊州市广播电

视台拍摄的大型纪录片《越剧

万里行》成片的经历，尝试从

“时空”剪裁的视角，就选题构

思策划、实操拍摄、剪辑合成等

实战环节一一梳理，并与业界

同仁分享。

关键词：纪录片 时空主

题 具象把握 场景叙事

2017年 10月至 2018年底，

嵊州市广播电视台，组织拍摄

了大型纪录片《越剧万里行》系

列。该作品以嵊州市越剧团承

担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越

乡越韵——越剧万里行”，开展

为期两年的越剧巡演为主线展

开摄制，通过巡演路上诸多事

件的真实纪录，在城市、舞台、

角色长时间、大空间的频繁转

换中，将“生”与“活”有机融合，

通过台上与台下、演出与日常

的同步展现，全景式展示了新

时代背景下越剧传承人的群

像，用个性化的电视语言讲述

了百年越剧的昨天、今天与明

天。这一系列中《为越而来》、

《我非名角》、《团长顺泉》、《美

菊巧芳》、《绿叶尤红》和《居于

幕后》六个单篇既独立成章，又

浑然一体，在国内越剧纪录片

领域中独树一帜。2019 年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