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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晓珺 俞加坤

融合传播背景下
对农节目实现多种可能

——2019年度浙江省广播对农节目及活动评选综述

对农专辑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我省

广播事业也经历了 70年的发展

历程，与广播刚开播时只能依

靠电波的线性传播不同，在融

合传播的背景下，不断进化着

的广播得以让传播内容在多个

平台流动，广播服务在多个通

道联动。从 2019年度我省广播

对农节目及活动评选传递出的

信息看，最大亮点是，融合传播

背景下，我省广播对农节目和

对农活动贯彻落实省局《关于

进一步做好广播电视对农节目

服务工作意见》的要求，充分发

挥广播优势，从传播内容、传播

形态、传播手段等方面实现了

广播媒体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和

新 时 代“ 三 农 ”工 作 的 诸 多

可能。

此次评选，共收到广播对农

节目 46件，评选出获奖作品 13
件，其中一等奖 2 件、二等奖 4
件、三等奖 7件，获奖比例 28%；

收到广播对农活动 12 件，评选

出获奖作品 8 件，获奖比例

67%，其中一等奖 1件、二等奖 2
件、三等奖5件。

一、融媒意识增强 评选亮

点纷呈

从评奖情况看，今年我省广

播对农节目和对农活动整体质

量有所提升，借助融合传播之

力，对农节目新闻性和服务性

都有所增强；对农活动内容题

材有所拓展，有些活动全省层

面参与度高、传播面广，影响

力大。

（一）新闻触角敏锐 调查

报道扎实

自从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

首次作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重大决策部署后，对农节目

有了更为明晰的主题方向，融

合传播则为对农节目打开了全

新的视野，放眼全国，立足当

地，对农节目的触角更为敏锐。

今年的广播对农节目评选，我

们欣喜地看到，有不少节目是

围绕乡村治理、生态宜居、乡风

文明、产业兴旺和生活富裕方

面着手展开报道。比如，安吉

广播电视台的《乡村治理在安

吉》，非常敏锐地抓住新农村建

设中出现的村级财务管理难和

垃圾分类的新闻热点，挑选作

为“两山理念”诞生地、新农村

建设典范的安吉，把高禹村怎

么管好村级资金、余村民生议

事会上怎么化解村民用水花不

花钱的矛盾、横溪坞村垃圾分

类怎样做到全国领先的零垃圾

村庄三个小故事串联在一起，

生动展现安吉在乡村治理体系

构建上的一些新做法和好举

措，为全省乃至全国乡村振兴

和乡村治理提供鲜活的典型

案例。

聚焦乡村治理过程中的村

组资金管理难问题，德清县广

播电视台的《扎紧“钱袋子”，管

住“微权力”——德清县村组资

金管理乱象治理调查》则用解

剖麻雀的方式，抓住钟管镇的

三个村，正面直击农村公款吃

喝、挂账成风、集体资金违规存

放等老大难问题，通过艰难的

调查，还原钟管镇在开展乡村

治理工作方面的困难和决心，

以及取得的阶段性成效，不回

避问题，不畏惧困难，内容鲜

活，调查扎实，为乡村治理探索

新路子、创造新模式。

这两个节目因为精准聚焦

乡村治理过程中的热点、焦点

和难点问题，以敏锐的触角、扎

实的报道赢得评委们的一致首

肯，双双获得对农节目的一

等奖。

在这次的评选中，同样能够

敏锐抓住乡村振兴过程中热

点、焦点、难点话题和新生事物

的还有长兴台的《长兴县垃圾

分类乡村挑战赛总决赛》、义乌

台的《义乌商人的非洲农场

梦》、桐庐台的《“草根众筹”重

生记》、鄞州台的《百果园里的





TELEVISION

B
R
O
A
D
C
A
S
T

T
E
L
E
V
IS
IO

N

视听纵横 2019·6…………
…
…

▲

对农专辑

“青春风暴”---姚春梅的田园

梦》、萧山台的《共享庭院幸福

来》、海盐台的《乡村振兴系列

调查（三）家庭农场之“困”》、遂

昌台的《乡贤村官的乡村振兴

“计”》、景宁台的《景宁：好创意

告别稻田抛荒 千年高山梯田

成“开心农场”》、磐安台的《小

伙卖空气 一年收入 400万》等

等，这些节目或活动，通过记者

践行“四力”化诸音频，攻克焦

点难点，关注新生事物，富有时

代气息，题材各具特色，节目有

细节冲突，有创意有策划，饱含

深情，可圈可点。

（二）传播形态创新 跨省

跨频联动

进入新时代，长三角开发迎

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今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推动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有关情况的

报告》中，把推动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确立为党中央的重大发展

战略。今年的对农活动评选

中，诸暨市广播电视台敏锐地

捕捉到了“长三角一体化”这一

国家战略，利用融合传播的优

势，主动跨出“省门”，联合上

海、江苏、安徽等兄弟台，联手

推出对农广播融媒体大型跨地

行动《长三角·特色小镇 1＋1》，

播出总时间超 18 小时，创新传

播形态，既有传统广播的双向

直播，也有新媒体直播；既有录

音报道，也有直播连线，形态丰

富多样。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大型行

动跨越地域联动，以“大三农”

视角，关注乡村振兴战略在长

三角地区的落地，展现沪苏浙

皖四地多个特色小镇壮丽 70年

的发展成果，积极推进区域合

作，在长三角区域开创了县级

媒体引领跨省大行动的先河。

这样的对农活动从创意到

布局，从形态到格局，一下子就

从 参 评 的 12 件 作 品 中 脱 颖

而出。

湖州市广播电视台的《“听

见·美丽乡村”广播融媒体主题

活动》为展示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关键之年的湖州是如何扎实

开展“三农”工作，切实反映农

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的，运用电视消息、实时直播、

广播连线、新媒体互动等多种

形态，推出一系列生动活泼的

融媒产品，把原来只能“听得

到”的活动，转化成“看得到”

“能互动”的跨频率传播，主动

顺应全媒体时代的融合发展趋

势，也收获了不错的传播效果。

这样的形态创新和跨频率传

播，全媒体联动，可操作性强，

值得提倡和发扬光大。当然，

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这场活

动如果它的标题更有特色，内

容上更深入挖掘典型人物或故

事，更打动人心一些的话，相信

还会有更高的奖项。

（三）传播手段灵活 分发

平台多元

从对农节目，尤其是对农活

动的评选中，我们发现，融合传

播为广播媒体提供了灵活的传

播手段和多元的分发平台。

比如，青田广播电视台的

《精准助农“红+绿”主播带您老

区行》，首先，通过网络选票，选

出 7 名主播带着听众探访青田

的 7个革命老区，让农业的“绿

色”与“红色”高度融合，也非常

契合今年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的

大背景。直播的时候，主播带

领听众走进革命老区，通过广

播、新媒体进行全程直播，增加

活动影响力，让活动辐射范围

更广。其次，主播通过自己的

抖音账号，录制小视频，为当地

的农产品代言，赋予农产品更

多属性，贴上红色标签。再次，

主播录制该地所有红色景点的

内容介绍，实现农旅融合。这

样的活动通过多元平台分发，

线上线下联动，助推革命老区

乡村振兴，使老区焕发新的活

力，收到了不错的传播效果。

玉环市广播电视台的《爱心

改造家》联手 10位设计师和 20
家爱心商户以及众多热心志愿

者，为环境较差的农村在校青

少年贫困家庭改善家居环境，

提升他们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活动通过在内融合“六端一体”

媒体资源，一次采集、多种生

成、多元传播，在外整合政府、

群团、公益组织和热心市民等

社会力量，内外融合，开辟全新

的融媒体节目样式，为新形势

下融媒体节目的研发和生产探

索一条有益的路径。

同样因为传播手段灵活，分

发平台多元，《长三角·特色小

镇 1＋1》通过六场微信视频直

播活动为主，配以 Vlog 视频小

花絮、抖音小视频等，全网点击

千万，视频点击超 200万。《“听

见·美丽乡村”广播融媒体主题

活动》系列活动在线收看视频

直播达 4万多人次，微信平台互

动 3200 多人次，互动留言 8600
多条，记者连线 26次，参与村民

2000多人。

灵活的传播手段，吸引了更

多的乡村百姓参与到活动中

来；多平台分发，有力地推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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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活动点、线、面的传播。

二、集合融媒动能 把准努

力方向

在评选过程中，我们注意

到，对农节目和活动融合传播

的意识已大大增强，融合传播

实现了多种可能，传播效果远

超以往，但在做深做实做活内

容方面，仍有欠缺。部分广播

对农节目记者“脚力”不够，深

入实地采访不够，原本可以做

深度报道的却以编简报信息为

主，节目品质有待提升。

（一）自我革新，加大投入，

把人才资源用到极致

评选节目的同时，我们也跟

部分台的相关人员了解过内

情，发现部分台对农栏目人员

配备不足，仅有的几位采编人

员除了对农节目之外，还需负

责日常的其它节目，或者是三、

四个人完成五、六个人的播出

量。长此以往，部分采编人员

对专业的研究精神和对节目的

专注程度就会受到影响。

要想提高对农节目和活动

的品质，还需勇于进行自我革

新，争取合理的政策加大对农

栏目人力物力的投入，让对农

采编人员专注研究相关的政策

和法律法规，学习新的技能和

传播手段，真正走向田间地头

践行“四力”，到广阔乡村发现

乡村振兴过程中出现的真问

题、展现的新气象，报道有内

容，见人见事见精神。

（二）强化特性，提升品质，

把声音媒介做到极致

做广播既是做声音，也是做

内涵。受众需要声音，用户需

要声音，这是广播无可替代的

独特性之所在。但是做广播的

人对待节目和活动的态度不

同，就会影响到声音的所传达

的质量。

在听节目和活动的过程中，

少数电台对农节目主持人还没

有完成从播报到主持的转型，

播报语言书面化，精神状态不

饱满，节目缺少吸引力，更谈不

上生命力。这里透露出两个信

息：1.部分对农节目主持人还没

有真正融入到对农节目中，Ta
的状态是游离在节目之外的，

因为没有深入了解节目和活动

的内容，没有投入自己的理解和

情感，缺少专业精神和热情，播

报的语言自然就没办法转成自

己想要说的话，从播报到主持的

转型自然无从实现。2.部分对

农节目主持人平时对自己的要

求不够严格，对自己的“声音”不

够爱惜，只在做节目的时候说普

通话，下了节目就满口方言。主

持人传达给受众和用户的“声

音”除了物理的声音之外，还应

该包括语言的表达。只有平时

加强训练，有所为有所不为，才

能让自己的声音独具特色。

做广播要强化声音特性，还

要借助新技术，提升声音的内

在含量，把声音媒介做到极致，

才能让对农节目和活动入耳入

脑入心。

（三）借力融媒，强化服务，

把广播融合做到极致

从广播电视发展的历程看，

为人民服务始终是我国广电发

展的初心与宗旨，也是广电公

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原

则。同理，做好对农服务，既是

广电发展的初心，也是广电公

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内容

之一。融合传播为广播对农节

目和活动提供了更好的传播技

术和平台，也让对农服务更深

入细致。

在评选过程中，我们看到少

数电台对新技术新手段的运用

还不够充分，所谓对农服务还

停留在单方面的信息播报和发

布，没有开辟有效通道进行互

动，从而影响了对农服务的传

播效果。

眼下，融合传播正向纵深推

进，5G时代，“融媒”将向“智媒”

转变，广播对农节目和活动应

充分抓住眼前的时机，借力融

合传播的各项新技术，掌握新

技能，充分挖掘乡村振兴过程

中的典型事新鲜事以及各种热

点、难点、焦点问题，强化对农

服务，多平台、多通道联动，把

广播融合做到极致。

三、结语

要做好对农广播节目和活

动，不但省市县和各级广播电

视台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加大

人力物力的投入，提升对农节

目采编播队伍的建设和平台的

再造；对农节目的采编播人员也

要树立足够的专业精神，深耕农

业农村和“三农”工作的相关业

务，提高对农节目和活动原创内

容的品质；广播节目天然具有互

联网特质，本身就是一个强场

景、窄人群、聚服务的媒体，对农

节目和活动更应充分借力融合

传播，移动优先，多平台分发、

多渠道推广，强化对农节目的

服务性，真正融入农村，和广大

农民交朋友，把对农节目和活

动的传播效果做到极致。

（作者单位分别为浙江广播

电 视 集 团 和 浙 江 省 广 播 电

视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