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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实践

广播系列报道是广播新闻报道中的一种常

用体裁，通常围绕同一新闻题材或新闻主题从

多个侧面、不同角度作多个连续报道，以完整

地呈现事物的全貌。

与其他新闻体裁相比，广播系列报道具有

独特的传播优势。它通过一组作品来表现同一

主题，内容厚实，具有深度。报道的连续推出，

会拉升受众的关注度，舆论效应和社会影响力

大大增强。

广播系列报道该如何选题？如何选取有新

闻价值和影响力的题材？这是摆在新闻采编一

线人员面前的共性问题。在不久前落幕的第三

十届中国新闻奖评选中，获奖的广播系列报道

“含金量”很高，通过对这些作品的分析，可以

得到诸多有益的启示。

一、立足时代前沿，挖掘重大主题

著名新闻人普利策有一句名言，“倘若一个

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

船头的瞭望者。”①船头的瞭望者要在一望无际

的海上瞭望一切，审视海上的莫测风云和浅滩

暗礁，及时发出警告。时代在变化，但记者的

使命和责任没有改变。

（一）聚焦国家战略，关注国计民生

站在宏观的层面选取报道题材，可以找到

新闻的富矿。心中有大局，笔下才有乾坤。党

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确保到二〇二〇年我国现

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

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

脱贫。”②广播系列报道《黄河滩区脱贫大迁建》

围绕打赢脱贫攻坚战这一重大主题，记者先后

赴东明县、平阴县、鄄城县、利津县等山东沿

黄地区，采访了各地如何因地制宜让滩区百姓

“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展现出山东打赢

脱贫攻坚战的决心。在国家的统一部署下，山

东以前所未有的决心破解世纪难题，斥资 260

亿元，通过 5 种方式，彻底斩断 7 市 17 县 60 万

滩区百姓的穷根子，实现了精准扶贫、精准脱

贫，让人民群众有了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和

安全感。

（二）围绕热点事件， 引导社会舆论

题材的重要与否，取决于百姓的关注程度。

获得第三十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的作品 《神秘

“曹园”》则将视角转向了牡丹江森林深处一个

毁林圈地多年的私人庄园——“曹园”。

网上流传着大量关于“曹园”是非的帖子，

网友留言多是“这个园子的背景深”“接待过高

级宾客”“建筑奢华”等。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

园子？是否存在违法占地、毁林等行为？

记者通过调查走访，详细了解曹园的“前

世今生”，一层一层地揭开了神秘面纱。报道播

出后，“曹园”主人曹波及相关负责人有的涉嫌

刑事犯罪，被提起公诉，有的受到党纪政纪处

理。中国之声对该事件的独家公开报道持续引

领舆论场，全国各大媒体对此事件进行了转载

评论，央视《新闻1+1》 连续三天关注此事件。

一时间，“神秘曹园”登上微博热搜，成为热点

话题。“曹园”的案例成了反面典型，给人以启

示和警示。这组报道证据扎实，用事实说话，

敢于碰硬，起到了影响舆论、引导舆论的正面

作用。

（三）关注社会变化，反映时代进步

记者只有“吃透两头”，一头吃透中央精神

要求，一头吃透基层实际情况，带着大局意识

观察现实问题，才能辨别出哪些是有风向标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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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届中国新闻奖广播系列报道优秀作品管窥

庄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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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实践

义的改革经验，哪些是广大群众关注的热点

问题。

系列报道 《城市大脑的杭州实践》 围绕杭

州智慧城市大数据建设的各个层面，通过一个

个生动的案例，深度剖析城市大脑所带来的城

市治理模式的变革和市民生活的改变。

数字经济是浙江正在实施的“一号工程”。

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杭州城市大脑

在全国率先建设，并于2019年初从单一的交通

治堵向城管、旅游、医疗等领域延伸，运用大

数据、互联网等技术进行城市管理，成为城市

治理模式创新的重要手段，为全国各地提供了

可资借鉴的杭州方案。这组系列报道紧跟时代

发展步伐，反映了杭州深度融合新技术，努力

实现社会治理的创新探索。该报道提供了全新

的社会治理对策，具有很大的社会建设导向

价值。

（四）追溯人文历史， 留住珍贵记忆

在选择报道题材时，不仅要注重新闻的传

播价值，也需要挖掘其蕴藏的历史价值。天津

海河传媒中心推出的系列报道《百年南开 弦歌

不辍》，在南开大学建校一百周年之际，围绕南

开大学“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精心

策划，采制了 《爱国三问，时代之问》《为

“能”面壁，九死不悔》《日新月异，永葆青春》

三篇报道，紧扣爱国主义的“南开魂”，通过讲

述百年来南开人在不同时期为国奉献的动人故

事，生动展现了南开人的爱国情怀，激励更多

时代青年为国奋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不懈努力。

二、凝聚广播特色，提升传播效能

广播系列报道要获得良好的传播效果，选

好题只是第一步。在表达上推陈出新，符合广

播媒介传播特点，顺应融媒体时代的传播规律，

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一）讲好故事，让报道更吸引人

一个好的题材，需要好的表达方式。在移

动终端十分普及的今天，信息浩如烟海，如何

使传播的内容更吸引人？在构思广播系列报道

的过程中，要重点关注题材的故事性，讲究叙

事的技巧与策略。

在浓墨重彩的国庆报道中，系列报道 《共

和国记忆》 内涵丰富，意味深长。它分别以焦

裕禄女儿焦守云、王进喜长孙王洪波、邓稼先

妻子许鹿希、时传祥孙女时新春和吴运铎儿子

吴小勤为主视角，聚焦新中国70年历史中曾激

励一代又一代人的五位劳模、英雄，从独特的

当代视角，将人们记忆深处的“老典型”形象

建构得更为立体、丰满、完整，并通过寻访他

们的家人、战友，记录70年历史进程中时代精

神的传承。报道注重历史与现实的关照，注重

个体命运与国家变迁的交织，在细腻温情的讲

述中凝聚情感和精神的力量，有力地弘扬了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让亲历者、当事人说故事，增强了报道的

感染力，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传播效果。网友留

言：“泪流满面……”“感人！”“致敬！一个纯

粹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怀念那个时代！”“听

着感动，看着流泪！”“人民从没忘记你们！”光

明网、中国青年网、中国经济网、国际在线、

新浪网、搜狐网等多家媒体转载，学习强国

APP推送了全部节目音频。

（二）扬广播之长，用音响元素呈现特色

广播新闻系列报道典型丰富的音响，既是

其传统优势，又是它的一大特色。没有音响

的广播新闻系列报道，谈不上合格的报道。

纵观这些获奖作品，都将音响的应用发挥到

了极致。

系列报道 《百年南开，弦歌不辍》 集纳了

丰富的现场音响，包括2019年1月17号，习近

平总书记视察南开大学时师生合唱 《我和我的

祖国》；同时，还采访到叶嘉莹、李正名、周其

林等南开的先辈，也有白岩松这样的央视名嘴，

还有南开入伍八学子、创新创业一线的南开校

友，丰富的细节和音响，使报道厚重而不失生

动，体现了鲜明的广播特色。

江苏电台新闻广播的系列报道 《他们等不

起，我怕来不及——发声者》 通过丰富的声音

元素和精良的制作，充分运用广播的手段，还

原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历史的真相，纪念那场

浩劫中的死难者，向为保护和传承南京大屠杀

历史记忆而奔走发声的人们致敬。报道以“声”

夺人，音响丰富，具有典型性。南京大屠杀幸

存者、雕塑家、历史学者、律师、日本友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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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关键人物表达了和平永续的心声。幸存者

的自述和传承者们的声音形成时空呼应，展现

了共同为历史发声的勇气与决心，彰显了“铭

记历史，珍惜和平”的主题。

（三）放大细节，凸显真实性与感染力

广播系列报道通过大量细节尤其是典型细

节的运用，一方面烘托气氛，营造特定环境；

另 一 方 面 突 出 时 代 感 和 真 实 性 ， 深 化 报 道

主题。

比如 《他们等不起，我怕来不及——发声

者》 中的第一篇 《凝固的记忆——我们不曾忘

记》，细节描写令人震撼。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常

志强亲眼目睹在日军刺刀下，伤口冒着血泡的

母亲却用最后一口气哺乳着危在旦夕的弟弟。

后来，当地收尸的人发现有个小男孩趴在死去

母亲乳房上吃奶，奶水、泪水、鼻涕，结成了

小冰块，母子俩冻在一起，怎么也拉不开。这

样的描写表现了日寇的凶暴与残忍，中华民族

这些苦难的记忆永远不会被忘记。

系列报道需要寻找一个恰当的切入点，需

要在典型场景中表现典型人物或抽象的理念。

《黄河滩区脱贫大迁建》中每篇报道都从百姓的

身边事说起，选取与群众息息相关的生产生活

细节，刻画了脱贫大迁建后的巨大变化，做到

言之有物，通过小细节反映了大主题。可见，

精彩的细节描述有助于增强声音、动作、体验

者的直观感受，使报道更具感染力，让受众如

临其境，更易被接受和认同。

（四）探索媒体融合，增强传播力和影响力

互联网时代，传播的时空发生了巨大变化，

新闻传播路径和形态呈现多样化。利用互联网

思维来优化资源配置、整合力量、激发活力，

可以让更多优质内容向移动端倾斜，既能占领

新兴传播阵地，又增强了传播力。

系列报道 《我家住在解放路》 堪称典范之

作。该报道聚焦全国各地“解放路”这一地标，

见微知著，以小见大，以“小切口”反映“大

主题”。通过采写 70 条解放路上发生的全国有

影响力的改革发展新闻事件当事人，讲述70条

解放路上平凡人的不平凡故事，生动展现了新

中国成立70周年以来祖国各地的巨大变化与辉

煌成就。

该报道由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统筹策划制作，

联合全国70家广播电台共同采写，由湖南人民

广播电台统一编审制作后，再由全国 132 家广

播电台共同播出。这一组系列报道创新了以全

国广播为主，电视、网络、书籍出版等全媒体

纵深联动的传播形式，探索了主题报道的融媒

传播路径。创新搭建了以“音视频、图文、线

上线下互动”的传播矩阵：70 集广播系列报

道、7 集湖南卫视电视专题报道、学习强国与

芒果动听客户端音频专区、腾讯网及手机 QQ

“全民打卡解放路”互动产品、去哪儿网“十一

打卡解放路”互动产品、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的同名书籍，实现了“台、网、端、微、屏”

等多平台传播，大大提升了该系列报道的传播

力、影响力，激发了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和自

豪感。

该系列报道探索出了一条具有示范效应的

融合传播新路径。根据尼尔森网联数据，广播

方面，全国累计触达 4228.25 万人；电视方面，

累计触达 932.6 万人，单日触达观众规模最高

达到 222.77 万人；全网 （网络） 触达用户规模

达到 2175.08 万人。“我家住在解放路”和“十

一打卡解放路”微博话题累计达到 3.8 亿阅读

量，35 位流量明星参与打卡，结合线上互动活

动，累计覆盖 6.04 亿粉丝用户，形成了广覆

盖、强渗透的传播效果。

随着融合传播向纵深推进，广播系列报道

的呈现方式也在不断改进和变化中，唯有与时

俱进，顺应传播趋势，守正创新，借“网”发

力，才能吸引更多的受众，扩大主流媒体的影

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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