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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综艺《流动大舞台》剖析

创新农村文化电视节目之我见

摘要：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重大战略。

乡村振兴中，文化振兴是根本。如何传承乡村

传统文化，活跃乡村农民的业余文化生活，作

为传播农村文化主渠道的电视台作用重大。笔

者以对农综艺《流动大舞台》为例，从主题设

置、内容创新、呈现方式等方面深入浅出论证

当今农村文化电视节目提升的路径和方法。

关键词：农村文化　电视节目　乡村振兴

如何加强农村文化建设是当前农村发展的

重点任务之一。乡村文化建设一方面要深入挖

掘与弘扬传统乡村文化中的精华，包括优秀思

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等，发挥其在凝

聚人心、教化群众、淳化民风中的重要作用；另

一方面，要引入城市文化与现代艺术，强化城

乡文化优势互补，实现乡村文化的创新与发展。

电视文化娱乐节目，作为农村文化传播的

主渠道，如何既能活跃农村文化生活，又能传

播正能量，责任重大。文化下乡，文化礼堂，

义不容辞地承担起凝聚民心、润泽民风、共聚

民情的职责使命。笔者以对农综艺《流动大

舞台》为例，简要分析如何做到节目艺术化呈

现，用文化之火燎亮农村之原。

一、紧跟政策，把握时代潮流

为切实落实浙江省委、省政府制订的《浙

江省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纲要（2008-2012）》，

积极配合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开展“千镇万

村种文化”“全省农村文化礼堂建设”活动，

浙江电视台教科影视频道从 2008 年 1 月推出

一档对农综艺节目《流动大舞台》。这档节目

的登台展现了我省农村群众的昂扬风貌，开拓

了广大农村群众的文化视野，为他们的生活带

来了欢笑和幸福。

10 多年来，《流动大舞台》栏目成功举办

了农村“种文化”等许多相关活动，成果颇丰，

逐渐成为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和省广电集团

宣传“千镇万村种文化”活动的重要窗口之一。

同时，节目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挖掘

了一批深藏在民间的非物质类文化遗产：如余

杭滚灯、安吉竹马、松阳高腔、衢州车马灯等，

真正做到了发掘丰富的民间文化资源。栏目组

与省司法厅、省普法办合作，开展下乡村、进

社区表演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生产

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

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20 字目标。

紧跟国家政策，把握时代潮流，《流动大

舞台》这一系列的工作都起到了良好的效果，

赢得民众和社会的称赞，也受到了业界的赞

扬。《流动大舞台》连续两年获集团十大电视

品牌培育栏目称号；节目《流动大舞台走进余

杭瓶窑》《流动大舞台走进嵊泗枸杞岛》获得

浙江新闻奖；《2011 年度浙江农民创富大赛颁

奖晚会》获得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对农节目奖等

诸多奖项。

二、走进基层，切实发掘特色

综艺类节目只有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

同时，通过电视购物、网红直播、冠军代

言等形式，为千岛湖优质农产品吆喝，积极争

取省内主流媒体播放“千岛农品”形象广告，

扩大品牌知名度；协调浙江电视台好易购频道

定期开设“千岛农品”区域公用品牌专场电

视购物活动；争取东京奥运会水上项目冠军为

“千岛农品”区域公用品牌无偿代言等，为助

力“千岛农品”扬帆出海，建设共同富裕示范

区，彰显县级媒体的责任与担当。

（作者单位：淳安县广播电视台）

余春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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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群众，才具有生命力和传播力、影响力，只

有深入人民、描写人民，才能创作出党需要的、

人民喜爱的好综艺。基于这样的认识，《流动大

舞台》栏目组主创人员从始至终深入一线，描

绘、歌颂农民群众，给农民群众展示的舞台。

2010 年底，《流动大舞台》推出“发现最

美金嗓子　唱响流动大舞台”民间歌手大赛，

切实走进基层，发掘农民兴趣点。大赛作为低

门槛的文娱活动，大大塑造了《流动大舞台》

的亲民性，成功地将品牌推广到全省，提升了

节目知名度，增加了栏目的人气，使节目有了

一定的影响力，让全省农民群众更进一步认知

频道和栏目。栏目组将此次比赛的优秀选手作

为栏目的特约演员，为节目储备了优秀演员。

2012 年“五一”前夕，针对浙江外来民

工精神生活相对贫乏的问题，栏目组策划组织

了一场《流动大舞台“五一”特别节目——劳

动最光荣》活动。参加演出的演员都是来自全

国各地的外来务工人员。这些新浙江人载歌载

舞抒发了对第二故乡的情怀，表达对富强、民

主、文明、和谐社会的热爱，展现他们爱国、

敬业、诚信、友善的良好精神风貌。

栏目组还推出了“唱响 90 年——《流动

大舞台》红歌浙江行”活动。走进浙江红色的

山山水水，亲自拍摄、实地探讨，满怀豪情把

红歌唱响、把真情记录。在温州平阳、嘉兴南

湖区、宁波象山、湖州吴兴区、衢州开化等五

个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留下红色印记的浙江地

区，节目组搭建演出舞台，让基层农民群众和

团体走上舞台，发挥自己的才能、讲出自己的

心里话，农民朋友深情唱出的一首首红歌，让

在场的人员感动不已。省、市级文艺团体的演

员和广电集团的多位主持人，也都跟随栏目组

深入广大人民群众中，与基层农民朋友共同庆

祝建党 90 周年。

在录制节目的历程中，栏目组曾驾驶舞

台车、转播车载着设备经上海芦潮港、再改乘

轮渡，历经了一天赶到舟山嵊泗枸杞岛，工作

人员一行 20 余人一上岛便受到了海岛群众的

热烈欢迎。在实践中，我们发现，节目越是亲

切，越是平易近人，农民朋友就越喜欢你，信

任你，越把你当成“自己人”。农民朋友发自

内心的喜欢是靠节目真实地走进农村，融入农

民生活体验得来的。

三、大力宣传，精质量重推广

从 2008 年 1 月 开 播 至 今， 频 道 已 投 入

千万元经费用于《流动大舞台》节目的录制

和宣传。在保证节目内容的同时，加大宣传力

度，确保优质节目能够被农民朋友了解、看

到。无论是刮风下雨，还是酷暑严寒，栏目组

的工作人员依旧开着舞台车、转播车载着音

响、道具等相关的录制设备，去往不同的乡村

舞台录制节目，为大家奉献最新的节目。

为提高节目质量，让党的声音传得更开、

传得更广、传得更深入，栏目导演与当地相关

人员、文艺工作者共同编排，精心为观众准备

丰富的内容。在不间断下乡的同时，组织各地

富有乡村特色文艺节目的表演者到城里进行演

出。通过农民朋友的登台表演，展示各地特色

文艺节目，起到了宣传家乡特色文化，促进乡

镇新农村文化建设的作用。

栏目组还采用特别策略，邀请广电集团各

频道的优秀主持人、省市文艺团体的专业演员

与农民朋友们同台演出，丰富了农民的精神生

活和农村的文化生活，也使得《流动大舞台》

在传媒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并在传统媒体式

微的现状下，闯出一片农村新天地。

除此之外，栏目还加强与各地乡镇宣传委

员、文艺骨干的互动与联络，听取意见、探讨

方法，尽可能创造条件让更多的节目形式走上

我们的舞台，让更多的人们参与进来。同时我

们在“软件”上也要实现“升级转型”，抵制

庸俗、低俗之风，提供更加健康向上的文化产品。

四、勿忘人民，顺应时代勇创新

《流动大舞台》在长期的踏实发展中收获

了丰硕的果实。栏目组每到一个录制场地，均

受到乡镇干部和农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和广泛赞

誉。观众们纷纷来信来电，表达对栏目的喜爱

之情，希望能继续看到更丰富更精彩更具地方

特色的文艺节目。那么，作为一档对农电视节

目，《流动大舞台》到底有什么秘诀呢 ？

在传播方式上，《流动大舞台》将现代信

息手段与时代元素融入到“文化下乡”等活动

中，广泛借助新技术、新媒体搭建新的传播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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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把“送文化”与“种文化”相结合，增强

公共文化服务效果，让人民群众真正享有鲜花

烂漫的精神家园。

融入人民就要在人民中寻找素材，贴近

群众，在人民中锻炼自己的实践能力与专业水

准。践行“脚力、眼力、脑力、笔力”，需要

我们始终秉承中央精神，开展“走基层、转作

风、改文风”活动。作为一线的电视文艺工作

者，节目组深入到群众中，“接地气”，创作出

了众多基层群众喜闻乐见的电视节目。

总之，充分发挥多元联动作用，促进传

播。综合利用其他媒体，形成合作关系，凝聚

发展合力。将宣传故事化，把主流价值观寓于

一个个精彩有趣的电视节目中，并及时根据受

众的反应，随时调整宣传策略与重点，及时提

高宣传的有效性和受众的信任度，发挥媒介的

应有效果。坚持走基层、贴近百姓，“我搭台，

你唱戏，明星就是你自己”的栏目宗旨，让普

通大众、平民百姓登台体验了一把“明星瘾”，

在给百姓们带去欢笑的同时，为新农村建设发

展贡献力量。

（作者单位：浙江电视台教科影视频道）

摘要：近几年，无人机产业发展迅速，相

关技术日臻成熟，无人机的体积越来越小，智

能化程度越来越高，使用场景也变得愈加广

泛。如今，带有录像和摄影功能的无人机已在

电视、报纸和新媒体的日常新闻采编中较为普

遍地应用。特别是记者开展舆论监督报道的调

查过程中，无人机在展现新闻现场全貌、暗访

摸排情况以及调查取证等方面已经发挥了极为

重要的作用。本文对浙江卫视《今日聚焦》栏

目一线记者在实践探索中的经验进行梳理、总

结和探讨。

关键词：无人机　航拍　舆论监督

20 年前，航拍对于电视新闻人来说还是

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一次航拍不仅要支出高

额的费用，还要面临复杂的审批手续和流程。

拍摄效果不仅取决于航拍摄影师的技术和水

平，同样也要看摄影师和飞行员的配合与调度

情况。航拍日期以及航线一旦审批通过，哪怕

出现乌云密布和阴雨等不利天气，也只能按原

计划进行，既浪费了人力和物力，也难以达到

良好的拍摄效果。近些年，随着稳定性高、价

格低和操作越来越简易的无人机的逐步普及，

更多电视新闻人高空拍摄的梦想得以实现。如

今，一台便携可折叠航拍无人机航拍器的售价

最便宜的两千元，普遍使用的机型价格在一万

元以内，体积和重量基本上与日常使用的相机

没多大差别。方便携带、成本低、视角独特等特

点和优势为新闻采编带来了巨大的变革和影响。

2015 年起，浙江卫视《今日聚焦》栏目

已陆续为摄像记者配备了便携式航拍无人机。

在记者对违法建筑、河道污染、企业偷排、车

辆超载以及安全生产等问题的调查过程中，航

拍无人机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航拍画面视角独特、充分展现新闻现

场全貌

航拍无人机能够在空中的不同高度、不同

角度对客观拍摄主体以及周边环境进行全方位

的展示。与摄影机在地面进行拍摄相比，航拍

无人机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空间的局限，可以

给受众提供更加丰富精彩的画面。

《今日聚焦》栏目播出的大部分节目中，

采编经纬

浅析航拍无人机
在舆论监督报道中的场景应用

石　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