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ROADCAST
B
R
O
A
D
C
A
S
T

T
E
L
E
V
IS
IO

N

视听纵横2021·3 …………
…

…

▲

吕冰峰

打造打造““五味五味””俱全的俱全的
县级台电视对农节目初探县级台电视对农节目初探

摘要：电视对农节目作为覆盖广大农村、

服务广大农民的品牌节目，一直深受广大农民

朋友喜爱。融媒时代电视对农节目如何继续发

挥独特优势，做出农民想看、爱看、有魅力的

节目，是广大电视对农节目记者需要思考的问

题。笔者认为，县级电视对农节目要发挥离基

层最近的优势，坚持内容为王，坚持服务农民，

把节目做出乡土味、人情味、思辨味、文化味

和时尚味，展现电视对农节目的独特魅力。

关键词：县级台电视对农节目 乡土味 人

情味 思辨味 文化味 时尚味

近年来，随着媒体融合加速推进，县级融

媒体改革由物理反应向化学反应深度融合，传

统的“大屏”电视节目受到严峻挑战，“移动优

先”、节目小屏化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

流。在媒体高度融合的当下，广大农民朋友获

取农业种养殖知识和信息的途径发生了很大变

化，生产生活观念、农产品的销售模式发生了

根本性变革，作为传统的电视对农节目，如何

继续在引领农村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帮助农

民致富方面发挥电视媒体的独特作用、展现电

视媒体的独特魅力是摆在广大电视对农记者面

前的一项艰巨任务。县级电视对农节目一方面

要坚持立足“三农”，坚守内容为王，服务广大

农民，把节目真正办在农民朋友的心坎上；另

一方面要与新媒体深度融合，借力新媒体传播

手段和渠道，扩大电视对农节目的覆盖面和影

响力。

一、坚持以“服务三农”为宗旨，践行

“四力”增高度，让节目充满“乡土味”

电视对农节目姓“农”，面向的是农业、农

村和农民。对农节目必须以农民为目标受众，

节目策划必须围绕“农”字做文章。①近年来

随着媒体融合的深入推进，一些县级台的对农

节目质量有了很大提升，但笔者同时发现，也

有少数县级台的对农节目还停留在以往“我说

你听”“我做你看”的办节目模式上，一些节目

没有真正走进田间地头，没有真正走进农民朋

友的生活，节目少了“乡土味”“烟火味”，多

了“都市腔”和“城市味”，其根本原因在于记

者缺乏眼力、脚力、脑力和笔力，采制出的节

目犹如“漂在水面上的葫芦”浮在面上。在新

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乡村面貌和

农民的生产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望得见

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魅力乡村回来

了。广阔的农村、勤劳的农民、充满希望的农

业为县级台对农节目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和取之

对农传播

频专区，在新蓝网、喜欢听 App 进行视频直

播，让无数听友、网友备受滋养。“女儿今年高

考，听了韩喜球老师的故事，今年决定报考海

洋专业。”“我是丽水的基层工作者，听了徐威

虹的故事，感觉特别亲切，这也是我们的工作

常态，感谢浙江之声这么直观的展现出来。”一

些网友纷纷在节目中留言，表达自己的心声。

节目中“雷声”滚滚而来的吴海燕教授、

善于化解危机的博士董事长祝愉琴、勇敢面对

歹徒的派出所所长金若华、医者仁心的中医儿

科专家丛丽等10位浙江女性榜样，都成长奋斗

在浙江这片土地上，是新时代浙江杰出女性的

代表。她们身上体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

敬业、诚信、友善等优良品质，激扬着红船女

儿的奋进力量。

（作者单位：常山县广播电视台）





TELEVISION

B
R
O
A
D
C
A
S
T

T
E
L
E
V
IS
IO

N

视听纵横 2021·3…………
…
…

▲

不竭用之不尽的素材。县级台要充分发挥离基

层最近的优势，真正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的“四

力”要求，脚步迈得再勤一些，身子俯得再低

一些，深入到田野乡间、院坝村落、与农民朋

友同坐一条板凳、同吃一锅饭，用肩上的摄像

机和手中的话筒真实记录在乡村振兴和脱贫攻

坚过程中农民朋友的所思所想所盼，记录农民

朋友的日常生活、饮食起居、风俗文化和家长

里短，采制出带泥土、冒热气、带露珠的鲜活

节目。只有站在“服务三农”的高度采制出的

节目才有张力和冲击力。湖北荆州电视台的

《垄上行》 就是一档“乡土味”十足的对农节

目，栏目以歌曲 《垄上行》 为名，既给人一种

怀旧感，也给人一种乡土味。《垄上行》以“四

季行走为乡亲”作为栏目口号，以“服务三农

的新闻杂志”为栏目定位，记录“三农”发展，

传播惠农政策，助力农业生产、农村发展、农

民增收。

二、坚持讲农民朋友的创业故事，讲好故

事增温度，让节目充满“人情味”

讲故事是电视记者的一项基本功，电视对

农节目记者更要学会讲故事。都说创业难，农

民朋友创业更难。农民朋友的创业过程充满艰

辛曲折，个中酸甜苦辣只有农民朋友自个儿知

道。电视对农节目记者要学会设置悬念、学会

卖关子，要层层设问，层层答疑，环环相扣，

这样的节目才具有吸引力，才能抓住农民朋友

的“眼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致富经》就

是一档讲故事的对农栏目。《致富经》每一期节

目的编导都力图通过一个个充满神奇色彩、妙

趣横生的故事来传达致富经验。比如 《一只羊

他咋挣出六份钱？》讲述的是浙江湖州谢莹荣养

殖湖羊的创业故事，首先在标题上就下足了功

夫，通过一个问句就设置了悬念，勾起受众往

下看的欲望，吊起受众“胃口”。在故事展开

后，又先后设置了6个悬念，故事中有夫妻情、

父母情，充满了“人情味”，层层递进，卖足了

关子，整档节目犹如电视剧一样情节生动、迂

回曲折、扣人心弦。这样的对农节目农民朋友

怎么会不爱看呢？而且这样的节目还能带给他

们以思考，帮助他们树立创业信心，鼓起克服

困难的勇气。

在县级电视对农节目中，近年来也出现了

一些可喜的变化，很多县级台对农节目在栏目

设置上增加了创业故事、致富带头人、乡村治

理先进人物等，在标题的制作上、内容的选择

上也都别有用心、匠心独运。如建德台 《三江

两岸》节目中播出的《唐玲珑：撒网十二载 没

打一条鱼》 讲述的是建德下涯镇之江村村民唐

玲珑 12 年前从“渔夫”变身“渔夫模特”，为

国内外摄影师表演撒网捕鱼的故事。从标题上

就给人一种疑问和想象空间，为什么撒网 12

年，却没有打到一条鱼呢？看完节目后恍然大

悟，原来他不靠打鱼为生，靠做“渔夫模特”

赚钱。又如《朱吉明：“追星”的农民》讲述了

身居大山的农民朱吉明在创业之余拍摄星空的

故事，日落观星，成为一名“追星族”。这些节

目故事性强，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和传播力。节

目播出后，中央和省市级各大媒体纷纷转载或

纷纷前来实地采访。

三、坚持问题导向，深入调查增深度，让

节目充满“思辨味”

在事物发展的过程中，矛盾的存在具有普

遍性，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在新农

村建设和乡村振兴过程中，始终存在各种各样

的矛盾和问题。电视对农节目要始终聚焦“三

农”工作中存在的普遍矛盾和问题，关注“三

农”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坚持问题导

向，坚持用思辨的眼光看待“三农”工作，加

大调查报道的数量和质量，用调查报道增加节

目深度。近年来，在县级台对农节目中，调查

报道的数量和质量都在普遍提高。如在新冠疫

情影响下，农产品销售成难题，各地纷纷掀起

了“直播带货”“直播助农”等形式，这种销售

模式到底可不可行、存在哪些问题？桐庐台和

萧山台就此展开了调查，分别以 《直播助农这

件事：想说爱你不容易》和《助农直播 是助还

是秀？》为题，对直播助农取得的真实效果和存

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调查采访，在大家都为

“直播助农”一片叫好声中带给人们反思。近年

来，随着省市发展乡村旅游一系列部署的出台，

民宿经济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但民宿经

济发展过程中“遍地开花、一哄而起”的现象

不容忽视。建德台针对民宿经济发展进行深入

对农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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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传播

调查，发现民宿良莠不齐，消防安全存在隐患，

以 《民宿发展不应“遍地开花”》 为题进行深

入报道，给民宿经济规范持续健康发展打了一

针“冷静剂”。

四、走进乡村历史和地域风俗，传承人文

增厚度，让节目充满“文化味”

人民群众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生存环境中

创造了丰富的文化。这些丰富的历史文化既是

当地百姓的精神“富矿”，也是当地对农节目的

资源“富矿”。一档节目有了文化底蕴的支撑，

就有了灵魂和厚度。县级台对农节目除了第一

时间把最新的惠农政策、最新的农业科技送到

农民朋友手中外，还要充分挖掘县域内深厚的

历史底蕴、丰富多彩的文化和多姿多彩的民

风民俗。笔者所在的建德是原来古严州府所

在地，三国时置县至今已经有 1700 余年，历

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地域特色明显。建

德台怀着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对以古严州府

为核心的历史文化遗产进行抢救性挖掘采访报

道。并分“文化的年轮——建德非物质文化遗

产集粹，行走在消逝中——建德民间传统手工

艺集粹，可爱的建德——历史文化保护”三个

系列在对农节目中播出，一批非物质文化遗

产、民间传统手工艺、历史文化名人和历史遗

迹走进了节目，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极大反响。

建德台在 《三江两岸》 对农节目中，还以“藏

在老家的故事”为子版块，对建德范围内的古

村、古桥、古建筑、古树以及村庄来由、历史

传承、历史人物等进行深度挖掘，得到了当地

百姓的高度认可。

五、与新媒体深度融合，融媒元素增黏度，

让节目充满“时尚味”

当下的农民大多是年轻一代的新型农民，

视野和思维方式已不同于前辈，他们有知识、

有梦想、懂技术，生活观念、价值取舍发生了

显著变化，他们跟城镇的市民一样，懂得上互

联网用智能手机，从线下走到了线上。在新媒

体背景下，电视对农节毫无疑问目要适应新媒

体的发展趋势和新型农民的需求。

首先，在节目设置上要有融媒元素。编排

上要有融媒编排思路，内容设置上要有互动话

题，播报方式上要符合融媒传播方式，使传统

的对农节目“穿上”融媒的时尚“外衣”。台州

台电视对农节目无论是节目内容丰富程度还是

融媒元素方面都很有特色，他们每期节目都有

10 多个小版块，版块设置上有时下热门的短视

频、直播带货，让传统的对农节目在新媒体元

素的带动下变得活泼灵动起来。近年来县级台

对农节目在融媒特色上也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

比如桐庐台电视对农节目中设置了“乡村vlog”

等融媒元素，在话题设置上有网友参与讨论的

互动话题。

其次，电视对农节目要利用新媒体的传播

方式和渠道，搭上新媒体的快车，增强节目的

覆盖面和影响力，将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有效

结合，形成对农传播全媒体格局。建德台电视

对农节目 《三江两岸》 每期节目都要将其中的

亮点和精彩之处剪辑成短视频，便于在微信公

众号和朋友圈中传播，达到了一次采集多次传

播的效果。与此同时，建德台电视对农节目还

开设“融媒帮帮团 记者在身边”，通过线上和

线下两种模式，帮助农民销售农产品，获得农

民朋友的高度赞扬和当地政府的充分肯定，荣

获建德市 2020 年度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创新

项目。

事实证明，在融媒背景下，电视对农节目

一方面要立足乡村，服务农民，做出乡土味、

人情味、思辨味、文化味和时尚味，让对农节

目具有独特韵味、别样精彩，展现电视对农节

目的独特魅力。另一方面要融入融媒元素，利

用融媒手法，借力融媒传播渠道，扩大对农节

目传播力、影响力。这样，电视对农节目才能

让农民朋友想看、爱看，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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