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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
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这为新时代农业农
村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明确
了重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
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
间矛盾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全
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
从这一角度出发，当前我们的
电视对农节目有着更为广大的
舞台。本文结合衢州广电传媒
集团下的对农电视栏目《佳佳
农话》，从乡村振兴的角度分析
该栏目的一些探索和实践是如
何助力农村基层改革创新，为
乡村振兴营造更好氛围的。

一、以品牌建设为引领，提
升节目影响力与可信度

乡村振兴需要一批可被学
习可供借鉴的典型，需要好故
事、好经验的引领。在这个过
程中我们需要品牌创建，增强
我们宣传的可信度。

1. 促进电视节目的品牌创
建。品牌是市场效益和竞争力
的综合体现，对农节目要强化自
身建设，丰富节目形态，不再是
单一的农业技术的推广和单一
的专题报道形式，不但以往常用
的连续报道、系列报道及评论性
节目等样态要有所呈现，同时还
要加强对农活动的策划和开展，
让《佳佳农话》走出广电，走进农
村，走向寻常社区和广阔田野。
在前几年的举办的“桔王擂台
赛”互动效果明显的基础上，积
极探索横向联动和新媒体融合
的活动形态，顺应广大农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激发农民在乡村
振兴中的主体作用，把维护农民
群众根本利益、促进农民共同富
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促进农
民持续增收，不断提升农民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赢得更多
农村居民的参与热情的同时，让
对农活动发挥更优的传播效果。

2. 加大报道内容的品牌宣
传。推行标准化生产、培育农
产品品牌，是发展现代农业的
必然选择，也是对农电视节目
典型报道的主打内容。实施农
产品品牌战略，有利于各具特
色的地域资源优势转化为市场
竞争优势，破解农产品同质竞争
和增产不增收困境。去年以来，
《佳佳农话》多期节目都对衢江
区的放心农业进行了报道，从农
业生产到产业结构，从农业规模
化到品牌化标准，从三农人物到
现代农业企业，都很好地以品牌
建设为引领传播了衢江区的放
心农业，助力“一村一品、一县
一业”发展新格局，在基层起到
了很好的宣传作用。

二、以热点题材为引领，明
确节目方向

乡村振兴是当前各级党委
政府共同的目标任务，对农节
目要始终把乡村振兴过程中各
级党委政府关心的重点问题、
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推动进
步的难点问题作为选题的重
点。比如，践行“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战略指导思想、“五
水共治”“四边三化”“三改一
拆”、农村农房风貌提升等。值
得肯定的是，在今年年初，《佳

佳农话》节目就推出了系列访
谈，邀请衢州市农林水等涉农部
门的有关负责人和相关处室干
部谈"乡村振兴战略"的行动计
划与构想，把乡村振兴战略讲得
明、听得懂、可感知、有味道，也
为新的一年工作定好调起好步。
在此基础上，栏目还将尝试策划
对接企业家、医生教师、规划师、
建筑师、律师等专业人才到乡
村，服务乡村振兴事业。

栏目的选题定位能否凸显
对农节目的专业性、服务性、贴
近性、公益性，很大程度上决定
了一档栏目的传播效果。我们
对《佳佳农话》中涉及乡村振兴
农村美、农业强、农民富的内容
进行了分类，大致有三个方面的
内容：精准扶贫方面，推出农村
指导员系列节目；农业技术方
面，农科院实施种子种苗工程，
推出园葫一号新型南瓜、玉龙椒
辣椒、浙樱粉一号小番茄等节
目；还有美丽乡村三产融合发展
的农业综合体方面，播出了茶主
体民宿、龙游大花海等节目。这
些题材内容的节目收视率较高，
来电来访较多，农民朋友的反响
较好。特别是今年 6月份以来，
栏目围绕美丽乡村建设，介绍了
河道整治、文旅结合发展、创新
民宿经营模式等经验推广，反响
强烈。所以这就要求我们的对
农节目要进一步向“脱贫创富、
乡村振兴”的方向靠拢，助推农
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形
成，把专业特色变成传播亮点，
以选题的差异化取得竞争优势。

三、以节目创新为引领，丰

余 琏

从乡村振兴谈从乡村振兴谈《《佳佳农话佳佳农话》》
对农电视栏目建设

节目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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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苑撷英

杨圆媛

富节目内涵，增进栏目思辨性
乡村振兴这简简单单的四

个字，实质内容广而深，既不可
能一蹴而就，也不是用简单的
宣传报道就能够涵盖。《佳佳农
话》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有
所作为，依赖的就是创新，栏目
只有创新才能注入新的动能。
首先，强化节目策划以及改版
创新。在乡村振兴大背景下，
深入挖掘农耕文化蕴含的优秀
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
范，结合时代要求在保护传承
的基础上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让乡风文明在新时代焕
发出新气象，进一步丰富和传
承优秀传统文化。同样的选题

报道，可以故事化讲述、情境化
采访、体验式表达，让栏目特色
更加鲜明，让报道对象更加鲜
活，丰富内容的同时让乡村振兴
战略相关内容更能深入人心。
其次，增强调查类专题节目，这
是《佳佳农话》栏目的短板，栏目
围绕乡村振兴过程中出现的新
问题及农产品产业两大领域进
行，通过引发质量兴农、品牌强
农，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
产体系、经营体系等方面的探
究，既有直观真实的调查报道，
也有建设性的思考，深入调查突
显的是栏目思辨的深度。另
外，借力发展，引入专家嘉宾机

制，从不同角度协同主持人引
导我们的相关政府部门、农民
观众形成乡村振兴合力，助推
实现农村美、农业强、农民富。

毋庸置疑，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新时代，乡村是一个可以
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眼下正
迎来难得的发展机遇。《佳佳农
话》栏目应该在这样的大背景
下，立足国情农情，顺势而为，
以更大的决心、更明确的目标、
更有力的创新，推动衢州农业
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
全面发展，谱写新时代乡村全
面振兴新篇章。

（作者单位：衢州广电传媒
集团电视新闻综合频道）

我出生在城市，在西湖边长
大，当总导演夏燕平先生找我做
大型纪录片《中国村落》导演工
作的时候，我对这个题材是陌生
的，生怕驾驭不了，因此开始是
拒绝的，但想到夏公思想深邃、
才华横溢，也就壮起胆子接
下了。

《中国村落》共有七集，第一
集《如画》，第二集《建构》，第三、
四集分别是《家传》、《望乡》，五
六集是《忙闲》和《田园》，最后一
集是《再造》。每集各有主题，却
又相互连贯递进，它的拍摄和文
本，都是以一种打通、传递、统筹
的方式来做整体规划，与传统的
一个村子一个故事，一个故事一
个人的表达不同，虽然这样的方
式让我们的工作量提高了很多，
但这似乎也给了我们另一种尝
试和通道，去打造一部有人物、
有故事、充满诗情画意的现实主
义纪录片。

一、遇见村落
好纪录片一定要

讲好故事；好故事，一
定要用脚力去寻找。

脚底的泥土有多
少，镜头里的故事就
有多少，里面投射的
感情就会有多深。我
们穿越全国每个省份，从北方的
窑洞、四合院，到江南的厅堂式住
宅，再到云南、贵州的一颗印，以
及福建的土楼，这些村落是天人
合一的世界，是诗意的居所，民族
的瑰宝，更是国家的历史记忆。
爬过悬崖，掠过草原，渡过大河，
我们在村落里寻找美丽的四季、
生动的人物、打动人心的故事。

对于这种非虚构性影像的
创作，它的本质特征是视听语言
的纪实性，纪录历史，反应当下，
传播知识，从而进行舆论和审美
的引导。然而，自己不擅长的选
题会有很多认知盲区，开展工作

的第一步就是要做大量的调研
采访。即使你的人生轨迹限制
了你的生活方式，但走到第一线
去，却是可以让纪录片导演了解
大量生动、鲜活、真实的第一手
故事。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
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的主张，
这既是古训，又是历代文人赋予
使命感的一种集中概括。不但
文章、诗歌这样的文学载体需要

“为时”、“为事”而著，我们纪录
片工作者更需要对时代投入关
注、对现实照见关切，坚持在非
虚构的原则下，积极走入生活场
景，表达自己的观点。

遇见《中国村落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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