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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敢于让主持人走下演播台，走近用户，

培养一批网红主播、网红团队。要创新形式，

完善内容，重组媒体产品要素，开门办媒体，

搭建起体制内体制外通力协作的节目制作队伍

和商业运营队伍。

（五） 完善直播元素，提升交互体验和服务

功能。广播电视等媒体具有强烈的现场表现力

和实时信息传播力，具有其他媒体无法比拟的

优势。把网络直播中实时的互动交流探讨模式，

搬到节目直播间，将可以大大提升媒体的交互

性和吸引力。要善于设置议题，把握节目导向，

适当融入直播的互动元素，在保证节目公信力

和专业性的同时，为用户提供更好的服务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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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http://finance.people.com.cn/n1 /2020/0424/

c1004-31686565.html。

④传播君、陈历凤：《媒体+直播带货，给

媒体融合哪些启示？》，《网络传播杂志》，2020

年5月11日。

（作者单位：台州市广播电视台）

何国永

摘要：新兴媒体的裂变式发展，使媒介传

播理念、渠道、方式发生深刻变革，传统媒体

的生存空间正在遭受新媒体的挤压、侵占，中

心地位遭到解构，导致其主流舆论功能不断被

弱化甚至缺位失声。那么，作为区域性传播的

城市台，如何才能有效掌控主流舆论、传播主

流声音，实现主流媒体地位的回归？本文结合

绍兴新闻广播近年来的新闻实践，分析和思考

城市台广播如何立足实际，做强广播主题报道，

扩大广播媒体影响力。

关键词：城市台 广播媒体 主题报道

创新表达

主题报道一直以来就是主流媒体的宣传重

器，在宣传报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在互

联网横行、自媒体搅局的大背景下，传统广电

媒体特别是城市台已遭遇用户群体流失、市场

不断萎缩、优质内容生产动力不足等诸多问题，

主流媒体价值和地位负压日益沉重。受区域传

播限制的城市台不仅话语权不断被削弱，扩展

传播和边际传播能力进一步受限，而且舆论引

导力也有被边缘化之虞。在此背景下，作为城

市台广播媒体的主题报道如何创新出彩？绍兴

新闻广播近年来立足自身实际，在坚持内容为

王的前提下，聚焦重大题材和社会热点，在创

新主题报道方面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

一、立足城市台实际 做出主题报道地方

特色

城市台因本土化、地域性、贴近性的特点

而受到当地市民的接受和喜爱。但因城市台视

新媒体环境下城市台广播新媒体环境下城市台广播
主题报道如何创新表达主题报道如何创新表达

——基于绍兴新闻广播新闻实践的几点思考

创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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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实践

野局限、力量配备和资源整合能力不足，无法

与中央及省级台同日而语。如何在共性和个性

的对立统一中寻求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之路，

增强议题设置能力，创新话语体系和表达方式？

一是寻找关联度体现地方特色。地方媒体

受地域限制,大事件发生不多，重大题材相对较

少。但是，在国内外重大新闻发生时，及时从

本土化视角出发寻找关联度，把“远在天边”

转换为“近在眼前”，是实现新闻触角延伸和新

闻价值增值的有效方法。

2015 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9 月 3 日，北京天安门广

场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以绍兴市上虞区英烈、

抗战英雄、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五支三大七中

队长观杰名字命名的英模部队和荣誉旗帜，代

表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参加“9·3 大阅兵”。

绍兴新闻广播以此策划创作了 《“观杰中队”

参加大阅兵》这一主题报道，获得了2015年度

浙江新闻奖一等奖。

在一年一度的全省颁奖研讨会上，点评专

家认为这篇报道具有三个特点：一是巧用新闻

源，精心构建新闻，实现了北京与绍兴两个地

区结合、现实与历史两个结合；二是采用“以

大见小”的手法，既有全局视野，又独具绍兴

特色；三是巧用音响，有强烈的听觉冲击力。

专家认为，这种“大题小作”的创作思路，值

得借鉴。

二是通过串珠成链折射时代进步。对地方

媒体而言，因地域小，大事件少，有重大影响

的典型经验相对缺乏是一种常态。在这样的状

态下，可以通过发掘一个个小微事件背后所蕴

藏的典型意义，用“串珠成链”的方式，展现

一个地方进步发展的重大主题。

2016 年中国经济最热门的话题之一无疑是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绍兴新闻广播策划推出

了系列报道 《创新供给微样板》，从一双鞋垫、

一幅窗帘、一双袜子等等“接地气”的微观视

角出发，生动讲述创新供给侧改革的鲜活故事，

通过串珠成链的方式，来折射绍兴深化改革、

逆势而上的经济社会发展新图景。每篇报道力

求通过丰富自然的现场音响，体现广播特色和

优势。同时配上特约评论员简短有力的点评，

起到画龙点晴、提升主题的作用。作品获当年

浙江新闻奖二等奖。2017 年采用同样方法创作

的系列报道《创新农业供给的绍兴图景》，获浙

江新闻奖重大主题报道二等奖。

二、挖掘平台潜力 凸显主题报道广播

优势

传统媒体特别是地方台的主题报道普遍存

在的一个通病是，架子拉得很大，气势恢宏，

一大堆数字堆砌，但大多是材料罗列的总结类

报道、格式化的统计类报道以及与其他媒体的

同质报道，往往空而无物，让受众无形之中有

一种距离感。新闻价值中的接近性是新闻创新

的理论基石。其实大主题从小处入手，通过一

些看得见、摸得着、令人信服的变化，折射和

反映整体全局的变化，反映重大主题，效果反

而更好。而广播的主题报道更要彰显广播的特

性，关键是如何找准新闻的着重点、着力点和

创新点。

（一）简化结构强化线性传播特性

传统广播线性传播的特性决定了其转瞬即

逝的弱点。要克服这一弱点，就必须把广播节

目尽量做得通俗易懂，越浅显直白反而越容易

被听众接受。广播的主题报道要做出广播特色，

也必须根据这一特性来演绎。为此，绍兴新闻

广播策划推出的广播主题报道，力求做到结构

相对比较简单，从小角度、小切口深入，通过

讲故事的方式让听众在娓娓道来中接受信息。

绍兴新闻广播曾经推出的一组系列报道

《创新农业供给侧》，每一篇报道都从一个小切

口推进，围绕一个人，讲述一个故事，反映绍

兴创新农业供给侧改革的一个侧面。如 《一个

珍珠蚌遇到网络直播后》 讲述的就是“网络

主播”卖珍珠蚌的故事，反映的是传统珍珠

产业走上电商之路，改变传统营销模式。这

样的报道以小见大、由点及面、事例鲜活，

很好地展示了绍兴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中的生动实践。在形式上，采用“报道+短

评”的方式。报道的主体只是讲一个故事，

每篇报道的后半部分则是特约评论员简短扼

要的快评，点出故事蕴含的“大道理”。通过

报道与评论的结合，整组报道既有可听性，

又增添深度和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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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实践

（二）声音元素彰显有声语言魅力

声音是构成广播的唯一物质材料和运动形

式，没有声音就没有广播。语言是广播最基本、

最直接、最主要的表现手段。有声语言通过喜

怒哀乐所体现出的情感表达，是书面语言无法

比拟的。在广播主题报道中，充分发挥有声语

言的优势，能使主题报道锦上添花。

2019 年，在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

由绍兴广电和绍兴报业合并组建而成的绍兴市

新闻传媒中心推出“名士乡·中国梦——今天，

我们给您写封信”全媒体报道，遴选了葛云飞、

鲁迅、周恩来、俞秀松、蔡元培等“最中国”

的20位绍兴先贤，挖掘“鉴湖越台名士乡”得

天独厚的名贤文化，回望仁人志士的奋斗历程，

讲述绍兴大地的沧桑巨变。为了在这组全媒体

报道中充分发挥广播特色，广播以“人物旁

白+宣传片花+主播读信”的主体构架，把一封

封书信通过主播有声语言声情并茂的演绎，使

听众重温绍兴先贤的历史故事，架起后人与先

人跨时空对话的桥梁。20 篇广播特色鲜明的报

道，激发起了听众的强烈共鸣，升华了报道主

题。广播与纸媒、电视、新媒体等共同参与打

造的这组报道，在2019年度浙江新闻奖重大主

题报道奖评比中，获策划创新奖。

三、发挥连线功能 提增主题报道速度

广度

时效性是衡量新闻好坏的重要标准，广播

新闻自然也不例外。在传统媒体中，广播以快

著称，广播新闻最大的优势是“快”。新媒体时

代广播“快”的优势如果得到充分发挥,依然能

立于不败之地。事实上,广播新闻在“快”上是

有自己拳头产品的,这就是广播连线报道。广播

记者通过一部手机就能随时对现场情况进行

“直播”，从而使广播新闻的报道与新闻事件的

发展进程同步进行。

（一）运用广播连线提高主题报道速度

近年来，在各种重大事件、极端灾害天气

等主题报道中，绍兴新闻广播充分发挥广播连

线报道的优势，快速出击，关键时刻彰显了主

流媒体应有的担当。

2019 年，超强台风“利奇马”来袭时，绍

兴新闻广播及时推出连续20多小时的“抗击台

风特别直播”。直播中有本台记者发自抗台一线

的连线、有省内沿海各兄弟电台和绍兴市内各

区 （县、市） 台的即时连线、有气象专家的定

期连线、有受灾群众的连线、有参与救援的民

间组织的连线……100 多个电话连线极大地丰

富了直播内容。雨大风急道路中断，当电视在

为如何传回图像、报纸在为明天如何安排版面

着急上火的时候，广播连线跨越时空距离，最

大限度地张扬了广播媒体的个性优势，实现了

“零时差和零距离”的信息传递。

（二）做好广播连线拓展主题报道外延

近年来，在配合市委市政府各项中心工作

推出的主题报道中，绍兴新闻广播充分发挥广

播连线便捷性的特点，足不出户使主题报道的

外延得以大大拓展。

2017 年 10 月至 11 月，绍兴国际马拉松赛

（简称“越马”）、绍兴皮划艇马拉松世界杯

（简称“水马”） 两项赛事相继举行。这是绍兴

首次举办国际马拉松比赛，而“水马”尽管已

经举行了八届，但往年都属于经典系列赛，承

办皮划艇马拉松世界杯也是第一次，还是亚洲

首次承办该赛事。成功举办绍兴“水陆国际双

马”成为绍兴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的重中之重。

如何发挥广播所长，宣传报道好绍兴“水陆国

际双马”，自然也成为绍兴新闻广播的重头工

作。为此，绍兴新闻广播及时在新闻节目中策

划推出了 《马不停蹄》 专栏，联系全国各地举

办过马拉松比赛的30多个城市电台，请他们的

主持人、记者通过电话连线，介绍各地举办马

拉松赛的成功经验。

2018 年 6 月，绍兴举办以“拥抱大湾区、

发展大绍兴”为主题的发展大会。绍兴新闻广

播推出 《乡贤特别连线：寄语家乡 共襄发展》

专栏，电话连线丁仲礼、周秉德、周令飞、劳

春燕、谢震业、江一燕等十几位乡贤寄语家乡

发展，并统一制作成精简版插件，在三个频率

中每天错时滚动播放60次。通过简单便捷的电

话连线，使宣传广度得以大大拓展。

四、融合新媒手段 扩大主题报道传播

效果

当前，“社交媒体”虽然很大程度上挤压了

传统新闻媒体的生存空间，但是“社交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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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媒体”性质和碎片化、扁平化传播特征，

使其公信力不断受到质疑。而传统媒体作为党

和政府、人民的喉舌,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

梁和纽带。传统媒体所具有的公信力是“社交

媒体”无法企及的。因此，传统媒体生产的好

内容，同时通过新媒体途径发布，更能获得叠

加的传播效果。

一是多媒呼应实现传播效果最优化。近年

来，绍兴新闻广播在主题报道的策划、采制、

传播等过程中充分嫁接新媒体手段，形成了多

媒体呼应的宣传声势。

以绍兴新闻广播策划推出的喜迎十九大的

主题报道 《我说这 5 年》 为例，报道前期，就

在自身官方微信平台上推出《网络招募令》，征

集市民分享他们的“这 5 年”的故事。网络征

集充分调动了微信平台上网友的积极性，他们

纷纷建言献策，提供自己或身边人的素材。通

过仔细筛选，从众多素材中选择到了理想的采

访对象。

在报道的采制过程中，编辑部给拿着话筒

的记者们布置了一项额外的“任务”，要求每

位记者用手机随时随地拍下现场照片。在广

播作品播出的同时，每一篇报道都第一时间

将音响和照片进行整合，通过后期工作人员

的精心制作，编辑合成为视频，发到优酷网、

绍兴网络电视台和绍兴新闻广播微信平台。

整组系列报道在同一主题、同一专栏的基础

上发挥广播和新媒体的各自优势，同步宣传

推广，其内容含量、报道范围远远超过了以

往的广播单线传播，赢得了听众、网友的广

泛赞誉。尤其是在各新媒体平台上，既有丰

富的音响、生动的图片，也配上了详实的文

字，这样图、文、声并茂的百姓故事引起了

网友们的纷纷围观和点赞。既让广大网友对

传统广播媒体更为“亲近”，也让广播人进一

步融入新媒体。

二是催化融合实现共融互通高效化。近年

来，绍兴新闻广播大胆探索有利于解放生产力

的体制机制，借力互联网催生的新闻传播新技

术、新机制、新模式，积极构筑全新传播生态。

在推动广播可视化中，绍兴新闻广播尝试

用“广播+视频”的模式打破电台“只闻其声、

不见其人”的神秘感，每年组织十多场视频直

播，不断拓展重大主题报道的影响力，集聚了

大量移动直播粉丝。当然，可视化并非简单的

广播视频化的概念，而是从节目的播出方式、

节目内容的定制和节目快速分享等方面入手，

实现传统广播的融媒体播出形态。接下来，绍

兴新闻广播还将侧重于两个方面进行迭代演进：

一是致力技术创新。媒体融合首先是技术上的

融合。绍兴广播将有计划推进数字化改造，并

未雨绸缪适时跟进DAB等全新的技术形态，以

在新媒介时代获得更多主动。通过最先进的可

视化广播技术，充分运用直播、弹幕、真人秀、

视频等元素，使广播能听，能看，还能玩。二

是融合传播形态。寻求与中心网络新媒体以及

商业门户网站的跨媒介融合，尝试从单一广播

内容生产者向全媒体内容提供商转型，借道挖

渠、开路突围。

借助广播天生具有的社交优势，积极向

“广播生活传媒综合运营商”的战略跨越。依托

多年来在本土受众中形成的“一对一、一对多、

多对多的互动传播，大量的听众聚集在节目和

主持人周围”的传播优势，绍兴新闻广播将全

力经营和维护好一个又一个黏性强大的社交群，

突破“时空思维”，探索重大主题报道平民化表

达的路径，通过线上做节目、线下搞活动，有

效地形成线上线下良性互动，使之成为广播

“接地气”的主要形式。

近年来，绍兴广播三个频率的整体市场占

有率一直在稳步递增，从 2015 年的 55.2% 到

2018 年的 57.4%，去年以来更是达到了 61% 左

右。2019 年 9 月，国内知名收听率调查机构赛

立信发布的“2018-2019 全国广播收听市场风

云榜”中，FM93.6绍兴新闻广播在全国200多

家城市台中脱颖而出，跻身全国城市电台新闻

资讯类前10强，这其中绍兴新闻广播在主题报

道方面的创新探索功不可没。实践证明，在新

媒体传播语境中，城市台的主题报道如果能立

足自身定位，挖掘自身特色，发挥自身所长，

通过整合全媒体资源，实现内容创新、模式创

新、表达创新，那么主题报道的舆论引导力和

社会影响力定能获得进一步提升。

（作者单位：绍兴市广播电视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