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ELEVISION

B
R
O
A
D
C
A
S
T

T
E
L
E
V
IS
IO

N

视听纵横 2019·4…………
…
…

▲

孙愈中 施国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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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直播绍兴》节目改版说起

创新实践

融媒体时代，大量自媒体已
参与到新闻信息的传播活动中
来。如果电视民生新闻节目还
继续以短小散的碎片化信息为
传播内容，那么传播力、引导力
和影响力就会日渐式微。绍兴
市新闻传媒中心公共频道的电
视民生新闻节目《直播绍兴》为
了努力改变这一现状，目前正在
朝深度报道方向发展。2019年
以来，这档节目每天平均有 8条
报道，主要分成三个板块，无论
是题材、内容，还是报道形态，都
在不断创新。为此，笔者拟从三
个层面入手，对电视民生新闻如
何做好深度报道作一番探讨。

一、以民本取向为定位，讲
好群众身边的感人故事

电视民生新闻要以民本取
向为定位，记者就必须经常到群
众中去发现、采制和报道他们关
注的信息。民生新闻与时政新
闻的最大区别是以民生、民情、
民意为报道重点，讲述百姓感兴
趣的身边事。《直播绍兴》正式开
播已有 15 年，节目组的全体采
编人员始终坚守民本取向定位，
并将其贯穿于节目生产的全过
程。2019年以来，《直播绍兴》节
目的时长为 33 分钟，主要设置
三大板块：第一个板块是策划类
的主题报道；第二个板块是解读
性的透视报道；第三个板块是舆
论监督报道。这三个板块既相
对独立又彼此呼应，为坚持民本
取向定位、讲好群众身边故事构
建了合理的框架。

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美国
记 者 乔 恩 ・ 富 兰 克 林（Jon
Franklin）曾经说过：“用故事化

手法写新闻，就是采用对话、描
写、场景设置等，细致入微地展
现事件中的情节和细节，实现
事件中隐含的能够让人产生兴
奋感、富有戏剧性的故事。”①电
视民生新闻节目要讲好群众身
边的感人故事，记者完全可以
借鉴文学叙事手法，以客观事
实为依据传播真实信息。群众
身边发生的真实变化更贴近现
实生活，对目标受众更有吸引
力。而要讲好群众身边的感人
故事，记者在收集完成报道素
材后，还必须及时对报道内容
进行主题提炼，在此基础上理
清故事的主线和副线，并以“场
景――冲突――结局”的顺序
科学合理地安排报道结构。为
了便于讲好故事，不能守住倒
金字塔结构一成不变，而要根
据不同的真实故事采用灵活结
构，注重展开情节和突出细节。
如 2019 年 5 月 6 日《直播绍兴》
中有一个题为《追梦人：外卖小
哥金继超——明天会更好》的报
道，记者讲述了一位青年因负
债 20 多万与家人决裂，从事外
卖送餐工作后，曾经的“街头混
混”“三观”有了明显改变的曲
折动人的故事。为了报道这位
今非昔比的年轻人，《直播绍
兴》的记者采用实行跟踪的拍
摄手法，既动态记录了他如何
敬业工作的许多细节，又录下
了大量同期声和现场音响，为
受众讲述了他通过自己的辛勤
劳动，不但还清了全部债务，还
努力复习迎接高考的过程。

细节是电视民生新闻故事
化传播的主要元素，也是展开

报道情节的基础。尤其是人物
报道，更要突出其与众不同的
鲜明特征，就要多用典型画面、
特写镜头来反映他们的表情语
言和形体动作，并通过设置悬
念，让细节环环相扣，情节跌宕
起伏。2019 年 5 月 24 日的《直
播绍兴》节目中播出了《追梦
人：张东——转行再创业 拼搏
在路上》的报道，在这条报道
中，记者用新闻眼光看待家电
清洗工这个行业，说明在创业
与奋斗中，职业没有高低贵贱
之分，只要市场和消费者有这
方面需求，当代青年人就可以
大胆地去试。而在《追梦人：小
烧饼里的大生意经》中，《直播
绍兴》记者不是把目光聚焦在
外来务工者身上，而是选择了
一位毕业于绍兴食尚烹饪学校
的本地年轻人来讲故事。这个
故事，对绍兴受众来说，有很强
的地域接近性和心理接近性，
报道在电视频道播出上载到网
络平台后，点击率非常之高。

电视民生新闻的定位主要
反映在民本取向上，既要关注
百姓的家长里短、衣食住行、生
老病死，也要涉及劳动就业等
大民生问题。如今，电视民生
新闻的外延还在不断拓展，电
视媒体要努力发挥受众面广、
影响力强的传统优势，注重民
生新闻对现实生活的主动介入
和引导作用，成为让不同层面
受众信赖的信息库，实现电视
民生新闻的主流化，起到推动
社会进步的作用。只有超越琐
碎与平庸，报道题材由小民生
转向大民生，电视民生新闻才





BROADCAST
B
R
O
A
D
C
A
S
T

T
E
L
E
V
IS
IO

N

视听纵横2019·4 …………
…

…

▲

创新实践

能在不断变化的传播环境下坚
守民本取向定位，并继续保持
其顽强的生命力。

二、以民生内容为题材，直
面社会热点与焦点问题

社会热点与焦点问题有一
定的特殊性，且不同于突发事
件，前者持续时间长，关注的人
多，社会影响面广，舆论压力
大。电视民生新闻报道不但不
能回避，还要大胆地去涉及，通
过广泛吸收各阶层人士的意
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从而
寻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
径。在日常的采编实践中，《直
播绍兴》主要以民生内容为报
道题材，如在最近的节目中，就
充分报道了城市狗患、路边行
道树砍伐、预支性消费纠纷等
社会热点和难点问题。

城市狗患是一个老大难问
题，如何规范市民的养狗行为，
实行文明养狗，是主流媒体应
该面对的社会热点问题。《直播
绍兴》最近推出的《关注城市狗
患》三篇系列报道，分别为《气
温渐高，犬伤门诊量大增》《养
犬不文明，情况有点多》和《流
浪狗太多，保护中心不堪重
负》。第一条从夏季流浪狗乱
窜、乱咬人、伤人这些事例切入
报道城市狗患，到医院采访被
狗咬伤患者，案例丰富，还展示
了有说服力的数据；第二条通过
采访不同层次的群众，由他们来
谈对散养狗的不同看法；第三条
则报道了民众自发建立的“绍兴
市流浪狗保护中心”因资金、设
施、人力的缺乏，无法接收众多
的流浪狗而陷入了运作困境。
这些报道既直面社会热点，又为
受众提供了深入思考的空间，对
于拓展电视民生新闻报道的广
度确实有所帮助。

关于砍伐城市行道树，如果
只报道现象，题材也无多大新
意，但《直播绍兴》在《路边大
树，为何砍伐》的后面及时跟上

《民生评论员观点：因工程迁移
大树，可有更科学合理方式》，
则在全新解读的基础上给受众
留下了更多的思考：粗暴地把
行道树砍掉，不能解决根本问
题。报道后面的民生评论员提
出的建议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
了思路，他认为：“如果我们就
地就近迁移，无论道路建设怎
么样，它的行道树总归还是需
要的，而且对于整个城市来说，
绿化也是必不可少的。如果能
就地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了，不
仅在成本上能够节省，市民在
观感上也会更舒服”。

而对预支性消费中纠纷多
的现象，《直播绍兴》则推出了
题为《办张会员卡，换了老板卡
难用》和《报道延伸：预付卡消
费纠纷不断，该谁来管？》的组
合报道。报道从美容美发卡切
入，反映社会上多种预支性消
费的纠纷问题。这组报道在提
出客观存在问题的同时，及时
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了警示，播
出后社会反响强烈。笔者认
为，电视民生新闻报道既可以
用镜头语言表明主流媒体立
场，也可以通过引用权威文件
作依据或者邀请专家学者发表
意见，以此来进行有效的舆论
监督。老百姓诉求强烈的难点
问题解决了，舆论监督的实际
效果就显现了，主流媒体的权
威性也就更强了。

三、以民本视角作表达，增
强传播形态的思辨色彩

电视民生新闻不能局限于
报道事物的表面现象，有些看
上去一般的民生问题，但背后
却隐藏着许多值得深度解读的
东西，对其进行挖掘和分析，能
有效增强电视民生新闻传播形
态的思辨色彩。进入后民生时
代，电视民生新闻节目要在关
注小民生的同时更多地关注大
民生，对新闻信息资源进行深度
开发。电视民生新闻可以传播

多层次信息，既具有新闻告知功
能，也存在着为民解忧、舆论监
督和服务社会等作用。既要以
民生视角表达事实性信息，也要
以民生视角表达意见性信息。
许多民生问题的解决，需要主流
媒体阐明立场和观点。

融媒体时代，受众需要电视
媒体对民生新闻进行权威报
道、解读和分析。2019年以来，
《直播绍兴》在重要的深度报道
后面都安排了由民生评论员发
表的意见。这样做，也是对电
视民生新闻传播的实践创新。
增强电视民生新闻的思辨色
彩，重点是要透过事物的表象
去发现本质的东西，厘清报道
对象各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
全方位、多侧面地分析事物的
前因后果，以此来突出电视民
生新闻报道的系统性、丰富性、
可看性与感染力。

深度报道可以被广泛应用
于民生新闻的传播领域，因为
它能对各种新闻事实进行深入
的分析、解读和评判，帮助受众
理性地看待复杂的社会现象。
在“人人都是记者”的全媒体语
境下，电视民生新闻如果不改变
琐碎、浅显的传播形态，受众就
会对其失去新鲜感。传统主流
媒体与新兴媒体的深度融合，迫
切需要电视民生新闻的创新与
转型。当下，电视民生新闻节目
要根据受众对信息选择性关注
的变化，及时调整运作思路，绍
兴市新闻传媒中心公共频道《直
播绍兴》侧重于深度报道的做
法，无疑为电视民生新闻的转
型与创新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注释：
①曹东：《新闻故事化的写

作技巧》，《记者摇篮》2009年第
6期。

（作者单位分别为：浙江越
秀外国语学院网络传播学院；
绍兴市新闻传媒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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