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ROADCAST

视听纵横2022 ● 2

▼

B
R
O
A
D
C
A
S
T

T
E
L
E
V
IS
IO

N
采编经纬

89

库，2018 年前，网络歌曲的占比为 0%，而到

了 2021 年 6 年，“抖音热歌”的占比率上升到

5.5%，并还有继续上升的趋势。

四、结语

短视频 BGM 对传统音乐广播电台的影响

与日俱增。究其原因，笔者分析归根究底是

我国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自信。改革开放以

来，我国流行音乐领域一直被海外流行歌手或

作品“碾压”“吊打”。从港台到星马，从日韩

到欧美，拥有先进技术和理念的海外音乐作品

成为我国音乐人模仿和追赶的目标。近年来随

着国家经济的发展，人民的文化水平和个人审

美也不断提高。在百花齐放的互联网音乐世界

里，音乐素养日益增强的从业者们更乐于创作

符合自己文化背景的作品，而受众也能在这类

作品中找到与自己血脉相连的深层次共鸣。在

和互联网多元音乐文化的不断碰撞与切磋中，

歌者和受众找到了属于国家民族的文化自信。

“抖音”里很受欢迎的原创歌曲《生僻字》以

罗列生活中我们经常碰到的一些冷僻汉字和成

语，朗朗上口的旋律让受众寓教于乐，歌曲蕴

含的汉字文化元素，拓展了歌曲本身的意义空

间，激发了受众和歌者之间由文化产生的心灵

共鸣，既满足受众对音乐的情感需要，又实现

了汉字文化的普及，甚至还实现了文化输出。

在“抖音”平台，有很多老外用标准的中文演

唱《生僻字》的视频，让人忍俊不禁的同时也

倍感自豪。

短视频 BGM 的欣欣向荣，强化了受众对

民族文化的认同，音乐成为用户之间感情的联

系和意义连接的纽带。作为传统音乐广播电台

更需在导向上强化中国人的文化特性，在海量

的音乐作品中，在音乐编排内容上找好定位、

做好选择，调整好音乐内容的适配，搭载上这

趟疾驰的中国文化“高铁”。

（作者单位：浙江电台音乐调频）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恰

好也是一代报人邵飘萍诞辰 135 周年。时逢百

年盛世，作为邵飘萍出生地的东阳，在广播电

视报纸等县级主流媒体融合后的第一年，如何

来庆祝百年华诞 ？又如何传承一代报人的革命

精神 ？笔者就东阳媒体如何抓住这两大亮点，

相 互 融 合 全 景 展 现 媒 体 人 的 百 年 华 诞 试 作

论述。

一、提前谋划做足功课　全面收集邵飘萍

足迹资料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东阳市融媒

体中心从 2021 年 1 月开始谋划《关于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系列活动方案》，其中

第一项就是寻访红色足迹，开展“寻访飘萍足

迹”主题活动。活动上报东阳市委宣传部后，

得到部领导的高度肯定，专门成立“寻访飘萍

足迹”主题活动报道组，由东阳市委宣传部牵

头，落实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采编人员，以及

史料单位、飘萍小学负责人等，广泛发动，全

面收集邵飘萍足迹资料。报道组工作人员分头

从网络、史料照片、村里老人、飘萍后代那

里，收集到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并作了梳理

分类整理，同时打电话作一一核实。

邵 飘 萍，1886 年 10 月 11 日 出 生 于 东 阳

市南市街道紫溪村。1925 年，在李大钊和罗章

龙介绍下，邵飘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对共

产主义运动作了大量的报道。邵飘萍是中国传

播马列主义、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先驱者之一，

杰出的无产阶级新闻战士，中国新闻理论的开

拓者、奠基人。1926 年 4 月 26 日，以“宣传

赤化”的罪名在北京天桥被奉系军阀政府杀害。

1949 年 4 月毛泽东亲自批文追认其为革命烈士。

以独特视角展现媒体人百年华诞
吴金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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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我们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缅怀

烈士的丰功伟绩；另一方面，在收集资料的过

程中，东阳媒体记者再一次感受到了一代报人

“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革命精神，深

深地为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所震撼，既接受红

色教育，更接受中国新闻理论的洗礼。这对做

好当前和今后新闻宣传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同

时，我们还发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事实。

紫溪村的飘萍小学是一所百年老校，原名

紫溪小学，建于 1909 年，其前身是建于 18 世

纪晚期的紫溪私塾。1986 年 3 月 18 日，为纪

念一代报人邵飘萍诞辰 100 周年，更名为“飘

萍小学”。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严

济慈亲自到校题写校名，并延用至今。同年，

小学内部还建有一座纪念馆——邵飘萍纪念馆。

1886 年，邵飘萍出生在紫溪村“御史第”

的一间老房子里，出生后不久因生计艰难，当

年腊月，父亲带着家人迁到金华。7 岁那年，

父亲邵桂林把飘萍从金华带回紫溪，让他在

家乡上了一年的私塾，接受家史、族史教育，

一年后返回金华。14 岁那年，邵飘萍考上秀

才，父亲邵桂林将他领回紫溪祭祖、开贺，在

邵氏宗祠设宴。邵飘萍在宗祠里向列祖列宗像

叩头，从此可以每年领一两百公斤稻谷的养贤

租。邵桂林做主让堂嫂许氏享受，以报养育之

恩。从中我们看到了邵飘萍身上作为一名孝子

的传统美德，爱家爱国的思想在邵飘萍早年就

已生根发芽。

二、精心组织分头行动　重点报道邵飘萍

烈士事迹

资料收集基本完工后，东阳市委宣传部牵

头，以东阳市融媒体中心的新闻骨干为主，集

聚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采编人员，协同开展

“寻访飘萍足迹”主题报道。到飘萍曾经工作

生活过的金华、杭州、上海、北京等地采风，

记录邵飘萍一些不为人知的事迹，在报纸、电

视等全媒体平台进行刊发播出。在 2021 年 2-7

月间，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共刊播了主题报道

30 多篇，全面展现邵飘萍铮铮铁骨的一生。我

们还借鉴了电视剧的一些镜头，用以展示那个

年代邵飘萍对国家对人民的热血情怀。如热播

剧《觉醒年代》中有这样一个片段：李大钊替

当时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毛泽东申请了邵飘萍

新闻学报告会的听课证。一次会上，毛泽东、

邓中夏与陈俊达就“怎样才是合格的新闻记

者”展开讨论。毛泽东回答：做一名出色的记

者，比知识更重要的是人的思想、立场和职业

操守，追求真理是一名记者至关重要的品行和

良知。这正是邵飘萍一贯的新闻坚守。在他看

来，新闻事业不同于其他事业，它是“社会公

共机关”“国民舆论代表”，当以国家民族利益

为是非善恶标准，反映国民的要求。

为了到北京能成功采访到京报馆旧址和邵

飘萍的后人，2021 年 6 月，东阳市委宣传部部

长亲自挂帅，带领东阳市融媒体中心《寻访红

色足迹》栏目组成员、北京东阳企业商会 20 余

名党员、北京大学东阳籍学生组成的寻访团，

参观走访位于北京市西城区椿树街道魏染胡同

30 号的京报馆旧址（邵飘萍故居），参与主题

报道。京报馆旧址是东阳籍传奇报人、革命志

士邵飘萍在京办报和生活的地方。面对来自祖

籍地的寻访团一行，邵飘萍之孙邵澄热情地向

大家讲述了邵飘萍与《京报》的历史，并与京

报馆旧址讲解员一同为大家介绍邵飘萍在京报

馆旧址工作和生活时的点点滴滴。邵澄希望自

己能一起为传承和传播红色精神出一份力。京

报馆旧址这座充满京味的四合院也是他成长和

生活的地方，孩时的许多细节他依然历历在目。

在邵飘萍铜像前，由邵澄领誓，寻访团一

行一起重温了入党誓词。随后，北京大学东阳

籍学生吴问骋与邵澄进行对话，一起追忆百年

前的邵飘萍。

北京之行是一次十分难忘的采访之旅，既

为东阳媒体库积累和丰富了大量有关邵飘萍的

珍贵史料，也让广大媒体工作人员亲身接受了

无产阶级新闻战士不畏强权、不怕牺牲的革命

精神的深刻教育，同时，通过入党宣誓，也让

大家感受了百年华诞的特殊意义。

三、提炼成果举办活动　深度传承邵飘萍

报人精神

2021 年 7 月前后，各地都开展了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的主题活动。东阳市融

媒体中心除了常规的庆祝活动外，重点开展了

“寻访飘萍足迹”成果展和媒体人学习飘萍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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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活动。

首先，在办公大楼大厅的显目位置贴上

“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十个大字，让每

位媒体人每天上班都能感受这十个大字的无穷

能量。这不仅激励东阳媒体人勇闯新闻工作的

高峰，也让媒体人以东阳出了个“中国新闻理

论的开拓者、奠基人”而自豪。无声的激励、

无言的鞭策，一代代东阳媒体人从中收益颇深。

其次，举办追忆邵飘萍先生“新闻救国”

革命道路红色主题展，以此纪念在中国共产党

党史上为国家独立和民族复兴做出重大贡献的

先驱者和引路人。此次展览通过图片资料、文

字史料和实物等形式，围绕“历史洪流中的邵

飘萍”“办报救国　新闻拓荒”“投身革命　参

加中国共产党”以及“传报人精神　承先辈遗

风”四个主题，向观众展现新闻战士邵飘萍铁肩

辣手的卓然风骨和独属于那个时代的红色激情。

第三，利用每周一夜学的时间，由领导讲

解一代报人的办报思想和新闻理论，采编人员

分享采编心得，让一代报人的精神在新时代的

媒体人心中得以传承。特别是采编人员每个人

的感受分享，让 200 多名东阳媒体人深受启

发、深受教育。

第四，展示采访成果，让邵飘萍对中国新

闻业的贡献和真知灼见深深烙在媒体人心中。

邵飘萍是民国初期的著名记者，被称为“新

闻界的全才”。他的主要新闻活动和对新闻事

业的主要贡献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早年受

改良派和革命派报刊大论战的影响，他萌发

出“要做一个新闻记者的动机”和“新闻救

国”的思想，利用课余时间给上海《申报》投

稿，被《申报》聘为通讯员，并参加了南社。

2.1911 年浙江宣布独立后，他怀着为民主共和

而战的激情奔赴杭州，协助杭辛斋创办《汉民

日报》自任主笔并兼任《浙江军政府公报》编

辑，从此开始了他职业报人的生涯。3.1913 年

初，他开始主持《汉民日报》，不畏权势，不

受利诱，撰写了大量论说、时评和随笔，抨击

袁世凯及军阀的专横跋扈，揭露贪官污吏的

罪行。“二次革命”失败后，他被反动当局构

陷入狱，《汉民日报》也同时被封。4.1914 年

出狱后，他东渡日本留学，就读于东京政法

学校，并与同学潘公弼等创办了东京通讯社。

5.1916 年春回国后，他受聘于上海《申报》《时

报》和《时事新报》，主要撰写时评。袁世凯

死后，《申报》聘邵飘萍为驻京特派记者，从

此北京就成为他进行新闻活动的舞台。6. 为了

改变外国通讯社“任意左右我国之政闻”的状

况，他于 1916 年 8 月在北京创办新闻编译社，

并以此为依托开展有声有色的新闻采访报道活

动。他每天都向《申报》发去新闻专电和内容

较为详细的《北京特别通信》，对北洋政府的

内政、外交及国会的动态做出翔实可靠的报

道，成为有口皆碑的著名记者。7.1918 年 10

月，他在北京独力创办大型日报《京报》，自

任社长，并兼任北大新闻学研究会讲师。1919

年 8 月《京报》因揭露段祺瑞政府的卖国政

策被封，邵飘萍再次流亡日本，出任大阪《朝

日新闻》特约记者。1920 年回国后恢复《京

报》，他锐意改革，使该报成为北方很有影响

力的大报。8. 根据他在北大、平民大学、民国

大学、法政大学讲授新闻学课程的讲义整理出

版的《实际应用新闻学》一书，是中国最早的

新闻采访学专著之一。

邵飘萍是中国新闻业界的第一位烈士，也

是共产主义新闻事业中的第一位烈士。年仅 40

岁的他，用生命写就了共产主义新闻史的辉煌。

作为基层媒体人，一方面做好党和祖国成就的

颂歌宣传，另一方面，也要利用手中的舆论监督

武器，鞭挞社会的丑陋。在新的时代，尤其是

信息全球化的当今，媒体人所担负的责任非常

重大。作为主流媒体，帮忙不添乱，始终是媒

体发展的宗旨。从某种程度上说，县级媒体的

融合正是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让主流媒体的

正义之声占据媒体市场，是基层媒体人孜孜以

求的目标。东阳媒体人将以传承邵飘萍精神为

榜样，以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服务对象，

将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在

中华民族复兴的大业中贡献自己的微薄力量。

（作者单位：东阳市广播电视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