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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千钧 俞加坤

突出共同富裕主题突出共同富裕主题
展示全面小康成就展示全面小康成就

——2021年度浙江省广播电视对农节目（活动）奖广播组情况综述

2021 年 9 月中旬，浙江省广播电视局组织

完成了 2021年度浙江省广播电视对农节目 （活

动）政府奖评选。广播部分共收到全省各级广播

电视台报送的参评作品57 件，其中广播对农节

目 46 件，评出获奖节目 12 件，其中一等奖 2

件，二等奖 4 件，三等奖 6 件，获奖比例 26%，

其中省台1件，市台6件，县（市、区）台5件；

广播对农活动11件，评出获奖活动6件，其中一

等奖2件，二等奖 2 件，三等奖 2 件，获奖比例

54%，这6件获奖作品全部来自县级台。

从评选情况来看，全省各级广播电视台认

真贯彻落实省局 《关于进一步做好广播电视对

农节目服务工作意见》 的要求，充分发挥广播

优势，在制作节目和活动中突出“共同富裕”

“数字化改革”“乡村振兴”等重大主题，提升

对农宣传服务的引领性和前瞻性;及时关注“三

农”工作的焦点、难点和痛点问题，加强调查

类报道，努力提升节目的思想性和思辨性;结合

媒体融合进程，积极运用新技术，提升节目形

式的新颖性和传播的多样性;着眼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积极策划区域联合组织的对农活动，收

到较好的宣传效果。

一、主要特点

（一） 紧贴党委政府中心工作，瞄准热点题

材做节目

一是主题鲜明一是主题鲜明，，突出突出““共同富裕共同富裕””。2021

年 6 月 10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 《关于支

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

见》，我省随即就深入贯彻实施建设共同富裕示

范区进行了全面部署，这给对农节目指引了大

方向。如一等奖节目、台州台的 《“打硬股

2.0”调查》,反映的是台州当地采用以“股份

众筹”等方式让农民持有公司化运作的股份，

兴办产业项目，所得收益按股分红，以此增加

村民的收入。这一农村共同富裕的新路子被称为

“打硬股 2.0 版”。报道主题突出，融合意识强，

叙述逻辑清晰。一等奖节目、安吉台的 《李更

正：共同富裕的带头人》是一篇典型人物报道。

李更正是共同富裕的带头人，又是一名村干部，

后来提拔到镇里当人大副主席。长期扎根农村基

层，把昔日安吉的“北大荒”带成“明星村”，

又带领全镇 20 个村抱团发展，成立集体企业，

走市场化运营的路子。短短两年间，让所有村的

经营性收入翻了几番。节目展现了李更正在农村

工作中敢想敢干的魄力、解决矛盾的智慧，以及

身患重症仍坚守岗位的感人精神。二等奖活动、

长兴台的《共富村寻游记——长兴县大型乡村振

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县域典范评选

活动总评榜》,深入一线，选取老百姓最关注，

与他们切身相关的共同富裕为主题，以乡村作为

切入点，小处着眼，见微知著，迸发力量。特

别是针对共同富裕村的分类，划分了产业+数

字、人才+资本、乡风+智治、共建+共享，充

分体现出采编人员的归纳提炼功力。

二是聚焦热点二是聚焦热点，，助推助推““数字化改革数字化改革”。”。数字

化改革是我省加快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通

过数字化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十四五”期

间我省各级各部门的中心任务。全省各级广播

电台聚焦当地以数字化推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

展方面取得的成效。二等奖节目、杭州台的

《数字乡村建设需要“脚踏实地”》抓住乡村数

字化建设中存在的典型问题，精准剖析，并提

出解决之道。省委书记袁家军讲到数字化时，

明确要求不要去搞花架子的东西。该节目所揭

示的恰恰就是这一点。三等奖节目、温州台的

《唐平冬和他的“跑步鸡”》 讲述一名 90 后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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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运用数字化技术养鸡的故事，反映当前农村

养殖业尤其需要借助现代数字技术提升产能、

打响品牌。作品主题新颖，报道生动，可听性

强，富有创意。三等奖节目、衢州台的 《数字

化助力衢州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 反映衢州市

运用数字化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情况。

节目以数字化推动衢州市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

为主题，通过多地多点的深入采访，通过翔实

的材料、准确的数据，反映出衢州市在数字化

推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方面取得的成果。

三是凝聚力量三是凝聚力量，，助力助力““乡村振兴乡村振兴”。”。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作出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的重大决策部署后，我省全方位推进乡村振

兴战略，推动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

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三等奖节目、上

虞台的《高调做农业，“请叫我职业农民”》，紧

扣“共同富裕中的乡村振兴路”主题，讲述了3

位颇具典型的“高调做农业的职业农民”的故

事。节目采访深入、详实，脉络清晰、流畅，同

期声丰富，后期制作精致，可听性强，真正讲

好、讲出了“乡村故事”“中国故事”。三等奖活

动、云和台的《万人打卡·助力红村发展活动》，

讲述的是革命老区云和县打造红色旅游、助力乡

村振兴的事迹，通过开展讲红村故事、寻红色足

迹、助绿色发展系列活动，挖掘红村革命故事、

展示村景风貌、推介红色之旅、帮扶产业发展，

助推云和革命老区乡村振兴，帮助老区人民致

富。三等奖活动、象山台的 《“跨越山海”象

山乡村产业空间发布活动》 立足乡村振兴的大

命题，聚焦产业振兴的焦点，对象山农村八大

闲置资源开展推广，同时发起关于三权分置背

景下的乡村产业空间和特色精品农业产业空间

打造圆桌讨论和帮象山论坛等，从空间、人才

两个重要维度，推动象山乡村产业振兴工作。

（二） 注重难点痛点问题调查，努力提升节

目深度和思想性

此次广播对农节目参评作品中，有 10 多件

调查类报道，占比超过了三分之一。许多记者、

主持人走到田间地头，走进农场村庄调查采访。

本次参评的调查类报道，选取新农村和农业现

代化建设进程中的迫切问题，通过步步深入的

调查采访，或揭露真相，或挖掘原因，追踪调

查过程呈现层次感清晰，较好地体现了报道的

深度。二等奖节目、浙江之声的 《颗粒归仓

——关于粮食收储加工减损的大调查》，用真实

现象说话，揭露出粮食在收储加工过程中的损

耗让人触目惊心。记者深入田间地头，跟随种

粮大户一起收割、烘干、堆放稻谷，发现大多

种粮大户仓储条件较差，稻谷虫吃鼠咬、霉变

发芽等浪费现象较普遍。主持人走出演播室，

走进省级国有粮库，实地探寻浙江节粮减损

“小妙招”，形式新，有节奏，听感好。二等奖

节目、绍兴台的系列报道《农村低效地“破题”

的先行探索》，抓住农村普遍存在的低效地问题

开展调查，提出破解之道。节目聚焦当地开启

的万亩村级物业低效用地更新改造行动，通过

盘活农村低效用地，引育大项目好项目，为每

个村的产业兴旺“造血”赋能，不仅破解了农

村低效地的历史遗留难题，还通过重构产业空

间，带动了村集体的增收，倒逼了乡村企业的

提档升级，起到了多赢的效果。二等奖节目、

义乌台的 《耕地“非粮化”整治，后半篇文章

该怎么做？》，记者采访非常深入，大热天跑到

田间地头去看“非粮化”的整治现状，结果发

现问题很多，整治流于形式，劳心费力整理出

来的土地并未得到很好的耕种。整篇报道采访

扎实、层层推进、叙事完整、逻辑缜密，音响

运用丰富，充分体现了广播新闻报道的特点。

（三） 结合媒体融合进程，丰富节目形式和

传播样式

从对农节目，尤其是对农活动的评选中，

我们发现多数作品题材多样化、形式多元化、

注重融媒体传播手段的运用，而且较之往年，

更加注重多方关注，上下联动，多媒呈现，展

现出融媒背景下广播“三农”传播的新魅力，

得到了评委们的普遍肯定。二等奖节目、浙江

之声的 《颗粒归仓——关于粮食收储加工减损

的大调查》，潮范儿十足，节目还以图文推送、

记者 Vlog、短音频等形式，在微信、微博、人

民号、头条号、中国蓝新闻客户端等浙江之声

全媒体矩阵进行传播，全网点击量5万+。节目

也得到了粮食业内和农民听众的热议，省粮食

局官网微信全文转发。一等奖活动、柯桥台的

《窗口看风景·指导员来了》反映绍兴市柯桥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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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村指导员”的事迹。活动历时约3个月，前

后推出寻访、设擂、拜师、论坛、发布标准等

活动及报道 21 场 （次），高潮迭起，全网总点

击量达 132.64 万。这场对农活动还吸引了中组

部、中央党校等国内众多专家领导的参与，引

起了新华社、人民网、新浪网、浙江卫视等权

威媒体的强烈关注，并纷纷予以报道。

（四） 着眼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策化组

织跨区域对农活动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也是

“十四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推

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有关情况的报告》 中，把

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确立为党中央的重大发

展战略。一等奖活动、德清台的 《长三角县

（市、区）“数字乡村”赋能大体验、大联动、

大直播广播融媒体活动》，以大直播、大联播的

阵势，反映了长三角乡村数字化示范成果。活

动面向长三角县 （市、区） 数字乡村试点，通

过记者现场实地探访，体验与展示“数字乡村”

赋能带来的“三农”工作新业态、新成果，提

升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县 （市、区） 在长三角的

知名度，特别是集中展示了农业现代化在全国

的领先地位。二等奖活动、嘉善台的 《 示范

区·百村秀——长三角遇见美丽，奔向共同富

裕百村秀》，从共同富裕一百个村中选出部分村

进行展示，分别完成一场活动直播，推荐一条

旅游线路，走进一家美丽庭院，品尝一份妈妈

的味道，介绍一份当地农产品，由此推介长三

角特色农产品、红色旅游线路、嘉善黄桃、桃

源渔歌风景线。活动既有声势，又有实际成效。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与不足

在充分肯定参评对农节目（活动）成绩的同

时，我们也发现了一些问题，需要在下一步的广

播对农节目（活动）实践中引起重视和改进。

（一）重视程度依然不够

“三农”工作始终都是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

之一，尤其是乡村振兴、美丽乡村建设更是高

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也必然是新

闻媒体宣传的重要内容。部分广播电视台重电

视网络、轻广播，重时政民生、轻对农宣传的

倾向依然存在。如本次对农节目与对农活动送

评数量不足，市与市之间、县与县之间也不平

衡。湖州的几个县级台始终呈现强强对决之势，

而部分市的县级台中竟出现“零送评”的情况。

这次对农活动的作品只有11件，显然大多数台

都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二）融媒体意识存在偏差

媒体融合是中央的要求，也是大势所趋。

部分台在媒体融合的认识上存在一定的误区或偏

差。如个别台把电视播出的节目原封不动地录制

过来，作为广播作品送评。这样的电视与广播的

“融合”显然是不动脑子的懒惰行为，也是敷衍

塞责的态度问题。制作对农节目和活动应充分借

力媒体融合，要在充分发挥媒体特色上动脑筋，

不能囿于传统形态，需要在形态创新上求突破。

同时，对农活动的策划与组织，也需要积极探索

突破传统的评选、颁奖模式，在多层次、贴近

性上下功夫，以求得传播效果的最大化。

（三）作品质量不够精致

一些广播送评作品制作相当粗糙。如少数

作品逻辑性欠缺，有的甚至没有导语，内容衔

接上出现有头无尾的情况。有的播音员的音量

与采访对象的音量根本不匹配，有的播音员主

持人的声音状态与节目内容不匹配，很显然是

临时拿到稿子照念，只是把稿子上的文字变成了

声音，播音员主持人根本没有参与节目采访的过

程，对节目内容无法深刻理解，存在“献声”不

“献身”的问题。有的播报语言偏重说教，不接

地气，语气缺乏亲和力。有的作品大段大段地念

文件，从头至尾都是书面语言，从“播”到

“说”的转变依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少节目

的结构形式创新不够，套路化明显，多为主持

人播报加同期声的传统方式，缺乏综合元素。

(四)作品报送不符要求

省广电局 《关于开展2021 年度广播电视对

农节目服务工程建设考核和对农节目奖评选工

作的通知》 明确要求，对农活动的“本评选年

度”时间为2020年9月至2021年8月止。但有

个别台报送的活动时间为：2021 年 7 月正式启

动，预计 9 月底全部完成；还有的是活动时间

为 2021 年 7 月-12 月，都明显不符合要求。也

有个别台把广播新闻消息稿也作为对农节目送

评，明显是以此凑数。

（作者单位分别为：浙江省广播电视监测评

议中心 浙江省广播电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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