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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优专辑

问题解决在当地的有效成果。真实的现场感，

艺术的表现力，使报道播出后引起了较大的

反响。

我们深感，作为县级融媒体记者，一头连

接着党和政府的大政方针，一头连接着千家万

户的百姓民众。我们工作在基层，活跃在一线，

而基层和一线恰是新闻的源头活水。如果没有

这个源头和活水，那么我们的新闻就会失去温

度和精准度。时代赋予我们历史的重任，走好

时代的脚步，创作出优秀的新闻作品，是我们

新闻工作者的态度与责任。因此，我们必须深

耕基层，不忘初心，在增强新闻创作的“四力”

上下功夫，让“四力”齐发，进而化为一股内

力，使创作出来的作品，更具凝聚力、感染力

和穿透力。遵循“四力”，我们的作品才能更好

地传达党和政府的声音，我们的作品才能充满

对人民负责的底气。

（作者单位：安吉县广播电视台）

熊 丽

广播评论广播评论《《规范规范““刷脸刷脸”，”，
严防严防““丢脸丢脸”》”》获奖的背后获奖的背后

在第 31 届中国新闻奖评选中，杭州人民广

播电台综合广播 （FM89） 的评论作品 《规范

“刷脸”，严防“丢脸”》获得广播评论三等奖。

这是近年来，杭州电台综合广播 （FM89） 评

论类新闻作品 （栏目） 第四次获得国家级奖项。

这一作品有何特点？城市电台的新闻创优如何

在评论项目上有所突破？

一、选题缘自对事件的持续关注

新闻评论首先还是一个“新”字。选题新

颖，具有本地发展特色，同时也具有时代性，

贴近听众，引发共鸣，这是该作品获得关注的

首要原因。

近年来，“数智”已经成为融入杭州发展血

脉的基因。杭州正全面推进“全国数字治理第

一城”建设，“城市大脑”“健康码”“刷脸就

医”等新技术新突破是媒体报道的高频词，也

是触动记者新闻敏感的题材。2019 年 10 月，

杭州野生动物世界年卡用户郭兵因不同意“刷

脸”入园，在协商不成的情况下，将杭州野生

动物世界告上法庭。这是人脸识别技术被推广

以来，首例消费者起诉商家的案件，引起听众

高度关注。本台记者当年采写的消息 《大学教

授起诉“刷脸”泄露隐私 “人脸识别第一案”

引发关注》获评2019年度浙江省广播电视新闻

奖消息类三等奖。

立案之后的这一年，也就是2020年，人脸

识别技术在杭州乃至全国都有了迅猛的发展，

购物、就医、小区入户等涉及使用人脸识别技

术的场景不胜枚举。人们享受到了这一技术带

来的便利，但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担忧

个人隐私泄露问题。这一题材在经过一年的

“发酵”后，到 2020 年 12 月底案件宣判时，我

们认为仅仅只报道一个宣判的结果是远远不够

的，这桩发生在杭州的“人脸识别第一案”不

仅是今后涉人脸识别隐私案司法判决时可供借

鉴的一个样本，也对杭州乃至全国的数字治理

具有启示意义。听众此时更需要解疑释惑，需

要我们带来思考和建议。于是，新闻评论 《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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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刷脸”，严防“丢脸”》应运而生。

二、观点依托于扎实的采访和知识储备

撰写评论的前提是要了解清楚事情的来龙

去脉，把握新闻事实，这就离不开记者扎实、

深入的采访。在等待一审宣判的一年多时间

里，记者的思考和脚步从未停止。在每一个

“刷脸”应用场景，如“刷脸”进大门的小区、

“刷脸”取纸的公共厕所等都有记者多次前往

的身影。通过一次次的走访，了解市民对该技

术应用的体验、感受和顾虑，“刷脸”应用给

生活带来方便的同时，个人隐私该如何得到保

障，如何才能不把脸给“丢失”？

对于一篇评论来说，好的选题并不一定是

事件本身，而是基于知识、经验储备之下的观

点。不同的知识储备、观察思考，会得出不同

的观点。为探究目前“刷脸”技术存在的漏洞

和监管层面的解决办法，记者、编辑查阅海量

资料，请教专家、法律界人士、政协委员等，

储备知识，积累素材，最终形成了自己的

思考。

广播评论不仅要观点清晰，更要对新闻事

件进行理性分析，深入浅出，引发听众的思

考，从而产生共鸣。《规范“刷脸”，严防“丢

脸”》这一作品的标题即观点，简短有力、立

场鲜明。由于前期扎实的采访，记者透过案件

的表象，层层剖析，从立法、监管等角度给出

规范“刷脸”、严防“丢脸”的解决办法，同

时立足杭州实际提出的“实行备案制”“由数

据资源局进行统筹管理”等建设性意见，夹叙

夹议，符合广播媒体特点，通俗易懂，播出后

引发听众共鸣。

三、好稿离不开“观点电台”的平台基础

全媒体环境下，新闻评论是媒体的旗帜和

灵魂，见解新颖、有针对性的评论，能够弘扬

先进，明辨是非，针砭时弊，以理性的观点，

贴近群众的视角，强化主题宣传的舆论引导

力。2010年面对城市广播媒体竞争的白热化，

杭州电台综合广播 （FM89） 提出了做好新闻

评论节目，做“有观点的电台”的目标——

“新闻立台 评论强台”。频率先后推出 《89 视

点》《89 财经视点》《时事解读》《博闻天下》，

以及在每个整点推出的线性栏目 《连线快评》

等评论类栏目。通过几个层面的布局，从微观

到宏观，从身边小事到国家国际大事，从简单

的观点表达到专业色彩浓厚的专业评论，合理

有序搭建了频率的评论格局。

经过数年坚持不懈的栏目培育、平台打

造，“观点电台”陆续收获了成果。2012 年，

新闻评论类栏目《博闻天下》获评中国广播影

视大奖广播栏目提名奖。《连线快评》 栏目以

“评论随时听”的创新模式以及来自各界“草

根”评论员的原创评论获得听众的好评，也得

到业界的充分肯定。《连线快评》 栏目先后获

评杭州市、浙江省新闻名专栏，最终在 2014

年获评第 24 届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奖。这

也是杭州市级广播电台获得的第一个中国新闻

奖一等奖；之后，2018 年评论 《把社区工作

者“还给”社区》获中国广播电视大奖广播电

视节目奖广播评论类提名奖；评论《规范“刷

脸”，严防“丢脸”》获得2020年度评中国新

闻奖广播评论三等奖。

当然，一篇好稿也不是靠一两个人就可以

成就的，背后是团队的力量支撑。当下，新媒

体对传统媒体的冲击，不仅仅是渠道、技术，

人才的流失和优秀人才引进难，更是城市电台

面对的难题。杭州电台综合广播通过人员“升

降聘”考核、90 后梯队人才的培养机制等，

培养锻炼队伍，带动业务氛围。目前，频率

70%以上的新闻采编人员被杭州市认定为高层

次人才。

回头来看广播评论 《规范“刷脸”，严防

“丢脸”》 的获奖并不是一蹴而就，它的背后

是坚持不懈的超长待机。十年多的平台打造，

一年多的选题追踪，不间断的队伍培养。只有

沉下心、厚积累、深思考，才能在新闻事件来

临时从容判断、把握时机，才能收获一篇好

作品。

（作者单位：杭州电台综合广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