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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优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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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让这片叶子造福另一方百姓》剖析新闻专题的采写

新闻专题具有新闻的时效，
又具有专题的翔实和深度，在
新闻报道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
作用。新闻专题的采写，要以
深层次的、有鲜明特色的内容
和故事来吸引和感染听众,所以
勤练脚力、精细采访是做好新
闻专题节目的必要条件。

在 2108年度浙江新闻奖获
奖作品中，广播新闻专题《让这
片叶子造福另一方百姓》获得
了一等奖。这篇新闻专题报道
了湖州市安吉县黄杜村村民饮
水思源，不忘党恩，捐出 1500万
株白茶苗帮助中西部贫困群众
脱贫致富的动人故事。这样一
个重大主题的题材，报道的形
式很多，如何用广播新闻专题
的形式讲好故事呢？

一、勤走基层，挖掘重大主
题的生动实践

16 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
记习近平来到安吉县溪龙乡黄
杜村调研，站在万亩茶园，他充
分肯定安吉白茶的富民产业，
留下了“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
姓”这句评价。这句话内化为
黄杜村乃至整个安吉县坚持绿
色发展、不断壮大白茶产业的
强大动力。从一片叶子里长出
来的致富故事，从未间断。这
期间，记者对黄杜村的报道也
如年复一年的新茶一般，做出
了历久弥新的味道。

作为浙江广电集团驻湖州
记者站记者，笔者常年跑安吉
等地基层采访，作为安吉白茶
的核心产区，黄杜村是经常采
访的地方。2016年 4月 9日，黄
杜村党总支书记盛阿伟等 20名

党员决定给习近平总书记写
信，汇报种植白茶致富的情况，
他们提出愿意捐赠 1500万株茶
苗帮助贫困地区脱贫。在经历
一个多月的等待后，5月19日晚
上 9点多，记者获悉，中办转达
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指出：

“浙江安吉溪龙乡黄杜村的党
员同志们致富不忘党恩，打算
捐赠茶苗帮扶困难群众，这种
先富帮后富的精神值得肯定。
希望同志们把帮扶困难群众这
件事做实做好做出成效，带动
更多人为脱贫攻坚贡献力量。”

记者在迅速及时播出这一
消息的同时，给自己提了这样
一个问题：“怎样才能完整、生
动地记录安吉县黄杜村村民捐
出 1500万株白茶苗帮助中西部
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动人故
事？”深耕多年的地方出现了一
个重大的主题，记者决定，在不
断追踪报道最新进展的同时，
积累素材，采制广播新闻专题，
用大量生活化、记录式的音响
来表达这个重大主题。

二、长期追踪，以双主人公
的架构讲述好故事

1500 万株白茶苗怎么捐？
捐哪里？能否帮扶贫困地区致
富？这些问题不仅摆在安吉县
黄杜村村干部们面前，同时也
是记者在思考的问题。可以确
认的是，这是一场“战线很长的
战役”，要报道好，必须持之以
恒，长期追踪。

随后，记者再次前往黄杜村
采访时了解到，安吉县委已召
集县农办、农业局、溪龙乡等拟
定安吉白茶扶贫计划的实施方

案。黄杜村的党员们打算组成
一支专家团，指导贫困地区种
茶，帮助他们拓展市场。由此
开始，记者跟随白茶扶贫小组，
经历大半年时间，不断采访
记录。

在新闻专题中，黄杜村党总
支书记盛阿伟作为发起捐助的
负责人，毫无疑问是报道的主
人公。记者三次随盛阿伟前往
湖南、四川、贵州等地实地考
察，行程两万多公里，大量记录
了盛阿伟的声音。

在采访中，记者思考，捐助
白茶苗的主题，不仅要有捐助
方的故事，也要有被捐助者的
故事。在贵州采访时，普安县
屯上村老村支书罗少伍被挖掘
出来。

2018年 10月 22日，贵州省
普安县白茶正式开种。记者在
现场采访时发现一个细节，运
送茶苗的冷藏车到普安卸完茶
苗，现场仪式结束后，一位老人
弯着腰将一些残损的白茶苗一
根根地捡了起来，记者询问他
为什么这么做时，他说：“这个
白茶他们掉的啦，我就捡起来，
舍不得一颗掉了，东部到西部
很难很难的，损失了一颗，看见
就舍不得，哪怕茶苗掉地上晒
干了，我就要给它放下去用水
泡，泡活我就自己去栽。”记者
被老人这番话打动，决定深入
挖掘采访。

记者了解到，原来罗少伍是
贵州普安县地瓜镇屯上村的老
支书。罗少伍介绍，种白茶的
这片山头海拔 1500 多米，常年
云雾缭绕，土壤潮湿，是一块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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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宝地，但却是一片无人问津
的荒山。20 年前，他当屯上村
的村支书时，提出要在这个山
头种茶，别人都笑他傻。2017
年，69 岁的罗少伍从昆明打工
返乡，20年过去了，家门口这片
荒山还是荒山。2018年6月，在
镇里的党员会上，他再次提出，
要开荒，想种茶。正是此时，黄
杜村正在寻找受捐地。得知消
息后，罗少伍第一个站出来，要
求先量他的地。在罗少伍的带
动下，不到一个月时间，屯上村
1000 多亩山林完成了土地流
转。到了 9月，普安县成为所有
受捐助县中动作最快的一个，
率先完成了土地的平整。

两地两位村支书同有一个
种茶梦，同怀一颗致富心，他们
之间从隔空对话到握手结对，
互动性强，又能代表精准扶贫
的双方立场，记者决定以“盛阿
伟的送茶经，罗少伍的种茶梦”
为互动，搭建双主人公结构，朴
实、生动地讲好这个故事。

整个新闻专题以盛阿伟的
故事为主线，罗少伍的故事为
副线，将盛阿伟与罗少伍的多
次互动渐进式穿插在内，交织
推进。例如，专题开头，记者以
罗少伍唱山歌压混开始，再出
罗少伍握住盛阿伟双手时的现
场音“感激（黄杜村）20 名老党
员，我们要把白茶种好，你们以
后来看我种的茶”，衔接自然，
感情朴实。全篇以盛阿伟对罗
少伍的回答“心里一块石头放
下来了，对远嫁普安的茶叶，放
心了”这句话结束，前后呼应，
点到为止。他们的真实交流过
程，不仅反映了黄杜村民“饮水
思源，不忘党恩，先富带后富”
的精神，也反映了贫困地区群
众争先致富的冲劲，继而体现
精准扶贫的深远意义。

三、广播表达，精细采访不
放过蝉鸣鸟叫

广播以声音为主要表达手

段，广播新闻也要用丰富的现
场音响和同期声来说话，不仅
能真实展现新闻事实，增加新
闻的真实性和现场感，也能提
高作品的感染力，以情动人，拉
近与听众的距离。考虑到让一
名 70岁的贵州大山深处的农民
用普通话来接受记者采访，面
对话筒时语言会变得十分僵
硬，所以在采访罗少伍时，记者
保持录音机全程开启状态，并
与他慢慢走在“感恩茶园”，边
走边聊，逐渐让罗少伍忘记当
时的状态是在接受采访。事实
证明，这样的做法取得了很好
的效果：边走边聊，蝉鸣鸟叫自
然天成进入音响；边走边聊，罗
少伍不禁唱起了多年不唱的山
歌；边走边聊，罗少伍很自然地
摘了一片老茶叶在嘴里咀嚼，
然后说：“真香、真甜”……这些
全部被记者细心记录，收录进
录音机。

四、善于观察，捕捉鲜活
素材

相比消息，在新闻专题中，
采访是一项更细致更艰苦的劳
动，其中最关键的一环，就是要
随时注意观察，捕捉鲜活素材，
根据人物身份和性格特点，采
用不同方式，深入挖掘人物的
故事和内心情感。如盛阿伟是
村支书，懂政策，语言表达能力
强。记者在不断用音响记录动
态的同时，经常抓住某个特定
的瞬间（被采访人最具真情实
感的时刻），即时提问。如黄杜
村党员的信受到了习总书记的
肯定，消息传来，记者向盛阿伟
提问：“为什么要写这封信？”这
一问，问出了盛阿伟、黄杜村乃
至整个安吉茶农们的初心。盛
阿伟用沉甸甸的字句回答：“我
们曾经那么穷，是各级党委政
府和部门，扶着我们走向富裕
的。感党的恩，没有党的正确
领导就没有这个产业。”

对于不擅言辞的罗少伍，记

者在采访时则要因势利导，发
掘亮点。如专题中，罗少伍说
过这样一句话：“我要奔小康，
我下一代儿孙要奔小康啊。”其
实，这句话并不是记者直接提
问得来的。采访中，记者与罗
少伍闲聊，家里要种茶了，不和
亲戚们说一下吗？罗少伍就取
出手机给一位亲戚拨通了电
话，他特别兴奋地介绍了白茶
的价值，种白茶致富的希望，语
速、感情状态特别好，但是电话
那头的亲戚给他泼了一盆冷水
说：“你都七十咯，还种啥嘛。”
听完，罗少伍用有点气愤又特
别坚定的语气说：“我要奔小
康，我下一代儿孙要奔小康
啊。”这句话，掷地有声，透露出
来的是对奔小康的渴望。

两位主人公的互动，更是采
访的重中之重。如，盛阿伟与
罗少伍握手结对时，罗少伍激
动地说：“感激（黄杜村）20名老
党员，我们要把白茶种好，你们
以后来看我种的茶。”盛阿伟则
回复：“心里一块石头放下来
了，对远嫁普安的茶叶，放心
了。”这些鲜活的对话都被即时
记录下来。

采访不仅仅是采访，更是一
项调查与分析相结合的综合工
作。因此，分析已经获得的材
料便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
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掌握采
访的进展，看哪些问题已经搞
清楚，哪些问题还没有搞清楚，
哪些问题还需要补充提问，以
使采访步步深入。在该新闻专
题中，记者积累记录了将近 8个
小时的音响素材，其中细致到
主人公咀嚼茶叶的声音，爬山
喘气声、脚踩泥巴声，锄地种茶
声，浇水声、教当地村民种茶的
声音、航班起飞声，罗少伍与盛
阿伟视频通话声……重大的主
题再一次用“音响”的力量写出
了生动的实践。

（作者单位：浙江之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