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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凯丽

摘要：媒体融合发展进入新的时期，城市

广电“做新闻”，应立足服务性，在满足观众的

信息需求、审美需求和情感需求上下功夫、做

文章，才能有效提升融媒体环境下自身的传播

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嘉兴市广播电

视台以服务换市场，立足民生，创新传播内容、

“美化”传播形式，在新闻生产技术、信息挖掘

和视觉审美上积极尝试，为城市广电媒融合发

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关键词：城市广电 服务性 信息需求

审美需求 情感需求

媒体融合发展到今天，有学者把当下中国

的主流媒体“从上至下”做了一个形象化分类，

以“中央级媒体与部分主流的省级媒体为‘头

部’，县域媒体为‘尾部’，副省级、地市级媒

体为‘腰部’。”①按照这个分法，作为地市级媒

体的嘉兴市广播电视台应该属于“腰部”媒体。

但是在这个富有新意的提法中，所谓“腰部”

媒体的地市级媒体，实际上在很多方面扮演着

“尾部”县域媒体的角色，承担着同样的服务功

能。嘉兴广播电视台把“立足民生，新闻性与

服务性并重”作为主打新闻栏目的基本理念和

目标定位，把“谁能在媒介服务性上真正为公

众‘打通最后一公里’，谁就会获得核心竞争

力”作为团队的专业认知。

毋庸置疑，服务性是新闻的基本功能之一。

塔奇曼在他的名著 《做新闻》 的开篇第一句话

说，“新闻是人们了解世界的窗口”，因为新闻

的功能“就是告诉我们想知道、需要知道以及

应该知道的消息。”②就城市电视台而言，立足

民生，在服务性上做好新闻，是在媒体融合过

程中必须坚守的基本原则和在传播效果上行之

有效的基本途径。嘉兴市广播电视台“做新

闻”，以“立足民生、突出服务”搭建框架；在

栏目定位、新闻生产手段、信息挖掘和视觉美

学上，都试图为观众推开“了解世界的窗口”，

满足观众的信息需求、审美需求和情感需求。

一、立足民生，新闻性与服务性并重

嘉兴市广播电视台从新闻生产和分发看，

已经形成了“立足民生，新闻性、服务性并重”

的格局和气质。比如 《嘉兴新闻》 是一档时政

电视新闻栏目，在服务地方党政，保障完成舆

论宣传工作的前提下，这个栏目在“时政新闻

民生化”方面就下了很大功夫。时政新闻民生

化报道是时政新闻改革的一个尝试，这不仅体

现在内容上对时政新闻进行民生化解读，而且

在叙述上也走出“公文式”报道模式。比如

2019 年 5 月 9 日 《嘉兴新闻》 播出“我市出台

‘大湾区大花园大通道建设’实施方案”这条新

闻，其题材无疑属于政府工作内容的报道范畴，

但是消息却一改常态化的处理手法，把重点放

在对“大湾区大花园大通道”的形象化解读和

视觉呈现上，并且尽可能让这些呼之欲出的重

大工程建设项目和本地群众的现实生活发生密

切的联系，使人观看后，能对这些“时政性”

很强的概念产生形象化认知，产生与自己的天

然联系，而不是局限于简单化罗列账单式公文

处理模式。在同一天的节目中，事关民生的内

容，比如 《网上预约 护士到家：我市“互联

网+护士”平台上线》《连续3个周期未年检 我

市 312 辆机动车将被强制报废》 两条新闻涉及

面广、影响大，在节目中占有时长多；另外，

在栏目设置上，《嘉兴新闻》 每天在节目最后，

有一个关注天气的环节，主持人温馨播报近期

的气象信息，也体现了时政栏目的民生情怀和

立足服务性立足服务性 在在““三需求三需求””上做新闻上做新闻
——基于嘉兴市广播电视台的实践分析

业务研究





BROADCAST
B
R
O
A
D
C
A
S
T

T
E
L
E
V
IS
IO

N

视听纵横2020·5 …………
…

…

▲

温馨色调。

说到“天气”这样一个细小但不“微小”

的细节，嘉兴台另一档社会新闻栏目 《小马快

跑》 服务性也很强。“跑现场、跑社区、跑乡

村，跑出激情速度”，但无论“跑多远”，《小马

快跑》 总以嘉兴当地天气状况切入，主持人用

轻松自然的语态进行播报，亲切、贴近。天

气过后的 《新鲜事》 小栏目，以“一句话”

新闻方式，播报最新的新闻资讯，快速满足

观众碎片化新闻信息需求，也体现了栏目的

服务性定位。在服务民生方面，由 《小马快

跑》 延伸出来的 《小马跑乡村》 是一档自办

对农节目，定位于服务新农村建设。《嘉兴老

娘舅》 则是一档以民事调解作为内容定位的

民生栏目，服务功能更加明显；其它如社会

新闻栏目 《今日多看点》，纯粹的服务类信息

占据了栏目大量时长。

从目前的节目设置看，嘉兴市广播电视台

“立足民生、凸显服务”的媒体功能定位比较清

晰。这样的定位如何扎实地落在新闻生产和新

闻产品的细分化上，地市级媒体的服务功能该

怎么“凸显”呢？实现的途径应该在挖掘新

闻上。

二、深挖新闻素材，满足观众的信息需求

李普曼认为，新闻的职责是要“凸显一个

事件”③。所谓“凸显”，实质就是尽可能丰富

一个新闻事件的信息量，满足公众的信息需求，

也就是塔奇曼所说的满足公众“想知道、需要

知道以及应该知道”的信息。嘉兴台在这方面

的做法就是挖掘新闻，用足、用好信息源。比

如前述提到的《网上预约 护士到家：我市“互

联网+护士”平台上线》 这条新闻，实际上事

件的发生只是一个由头，这则新闻的目的在于

让市民知道且能够运用这条信息。《嘉兴新闻》

作为一档主打时政新闻的栏目，不仅对此消息

进行了详细报道，而且在服务民生的定位下，

从多个角度全方位挖掘事件背后的信息，不仅

报道了这个民生项目的出炉和操作，更重要的

是从社会治理角度，发掘城市化、老龄化等重

大背景性材料。该条新闻有政策、更有厚度，

非一般民生新闻可比，在新闻理念上，就是通

过对新闻的挖掘，实现对一个事件的“凸显”。

“凸显”事件背后的信息，善于挖掘新闻背

后的新闻，还需要借助于外力。嘉兴市广播电

视台的老娘舅节目与当地律师事务所合作，涉

及民生的新闻事件，大到乱投垃圾涉嫌“环境

犯罪”，小到小偷小摸“行政拘留”，都善于使

用律师资源，联系律师团队。地市级媒体这样

“做新闻”有两个作用：一是提升栏目质量和品

位；二是普法维权，增强媒体公信力。最终的

结果是提高节目的收看和到达效果。比如 《小

新说事》2019年7月16日播出的《瓷砖不翼而

飞 物业监守自盗》 ”，律师从法律层面，通过

对一件“琐事”的分析，让物业明晰了自己的

法律义务。2019 年 8 月 19 日的 《孙子被蛇咬

责任谁承担？》以一个突发事件的处置，就精神

损失费主张的法律依据究竟是什么，律师给业

主和物业双方上了一堂如何维护自身权益的法

律课。《澳洲代购奶粉 原是网上转卖？》这条新

闻则为网购合同的成立条件、什么情况下买主

能获得索赔等问题，引入了律师的分析和引导。

节目做到这个层面，就在新闻素材挖掘上，满

足了观众的信息需求，为公众提供了法律教育

和素质培育的媒介服务。

挖掘新闻，“凸显”事件，还有一个途径是

有效利用“新媒体”。对此，嘉兴台也有尝试，

《小马快跑》就以“朋友圈”为名在栏目中设置

一个版块，突出的还是服务性。比如 2019 年 5

月 9 日的三条“朋友圈”互动，第一条是 《父

亲得了阿尔茨海默症》，对于女儿的求助，主持

人的回复充满温情；第二条是关于“知青补贴”

的政策咨询，节目建议找某部门了解情况；第

三条是“樱桃上市，求购买”方面的信息，这

一条自带联系方式。第一条 《朋友圈》 是个

“新闻圈”，不仅能够给对方提供有效帮助，也

可以从回复、互动中引发更多的新闻来源，比

如关于阿尔茨海默症的照顾，可以请专家、医

生回答，提供具体帮助。关于知青政策，记者

可以陪同处理。这样既能给“朋友圈”上的求

助者提供切实帮助，也增加了新闻资源，满足

了观众对深入了解相关信息的需求。

当然，满足观众信息量的需求，离不开新

闻生产手段的创新，以及由此带来的审美效果

的媒体追求。

业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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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多重采制手段结合，满足观众的审美

需求

媒体融合发展步入新时期，地市级媒体想

留住观众、服务好观众，除了新闻的贴近性、

努力发掘地域性题材外，还得看如何把新闻做

得生动，调动电视的视觉传达手段，把新闻节

目做得好看，满足观众的视觉审美需求。对此，

嘉兴台从几个方面进行了有效探索：

首先，尽可能根据选题需要，使用调查采

访手法。因为调查不仅意味着结果，更意味着

过程，而调查过程的呈现往往最容易出“看

点”。比如嘉兴台 《今朝多看点》 2019 年 7 月

19 日播出的记者调查 《外卖骑手送餐乱象：要

想多挣钱 只能到处“闯”？》 节目不仅通过调

查，挖掘出了“违法成本低，骑手不在乎”的

背后原因，而且调查后还提出“平台公司欠管

理，政府约谈有必要”的结论，从而为外卖骑

手交通违法这个社会热点、难点进行把脉，突

出了报道主题和延伸了受众关注。再比如，嘉

兴台“栏目联动”推出的“一线调查：聚焦污

染源”作为常态播出的节目，以“污染源”为

聚焦点，记者出镜、航拍等大范围使用在调查

过程中，使作品因调查过程的精彩而在“气质”

上更显稳重与凝重，在叙述上起伏有致，使人

看得下去、看得进去。良好的电视视觉表达，

把服务性转化为视觉传达的审美效果。

其次，记者出镜成为常态。记者出镜在新

闻采访中有两个基本功效：一是发掘新闻现场，

寻找新闻信息；二是代观众观察现场。一个好

的出镜记者，可以利用娴熟的现场报道技巧，

给观众“我在现场”的观看体验。同时，记者

的现场出镜，也使新闻作品更加生动。比如嘉

兴台播出的调查性新闻 《聚焦污染源：城郊结

合部变成垃圾堆》，事件性新闻 《闯禁上危桥

桥塌车落河》，均以记者出镜方式迅速把观众带

入事件现场，画面生动、真实，视觉冲击力强，

发挥了现场报道的叙事优势，满足观众的新闻

审美期待。

再次，大体量使用航拍。嘉兴台不仅在主

题报道、成就报道等重大题材上使用航拍，一

些简讯，比如 《桐乡：出台美丽乡村建设三年

行动计划》《全国首台碳化硅能量路由器在海宁

启用》《嘉兴盐业仓库变身文创产业园》等新闻

中，也都使用了航拍。航拍与长镜头的使用，

给人带来视觉新体验，是对观众审美需求的回

应与尊重。在新技术不断发展，观众的信息接

收终端、接收习惯不断改变的环境下，以新颖

的视觉手段和技术，比如以 AR、VR 等采制新

闻，不是对观众的迎合，恰恰是满足观众新闻

接受审美化转向的必然选择。航拍和长镜头在

新闻生产中的广泛使用，体现了嘉兴台在新闻

生产审美追求上的“良苦用心”。此外，“美化”

电视新闻，现场音的使用也效果明显。比如时

政要闻《张兵在海宁海盐调研时强调 要在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和大湾区建设中彰显更大作为》，

这是一篇中规中矩的时政长消息，但是在嘉兴

市主要领导调研中，却不断插入现场同期声，

这些声音与解说词高低错落，大大提升了现场

感，显著改变了时政节目因形态“固化”而对

观众产生的“沉闷”感觉。

从嘉兴电视新闻节目的产品形态看，记者

出镜、航拍使用，已经进入常态化，很好地服

务了公众对电视的视觉审美需求，也为满足观

众的情感需求打下基础。

四、运用电视手法，满足观众的情感需求

人们看电视除了寻求信息、享受画面美感

之外，还有情感需求。因此，“做新闻”满足观

众的情感需求，也是电视新闻服务性的重要体

现之一。嘉兴市广播电视台在这方面也做了多

方探索。

首先是恰到好处的背景音乐运用。“细节决

定成败”，音乐的使用虽然仅仅是电视节目制作

的一个常规手段，但是这个细节恰到好处地使

用，其传播效果却出人意料。在什么地方、如

何打动观众，不仅是节目叙事和制作流程的精

心设置，也能满足观众的情感需求。比如 《失

散半世纪 兄弟终团圆》这条新闻，在兄弟相拥

牵手时，音乐适时响起，且音乐声一直持续到

三兄弟在父母坟头，向父母告白失散六十三年

的弟弟回来了。哀伤的音乐，三兄弟斑白的头

发，以及哥哥在父母坟头喃喃低语，把人物情

感推向高峰，更把人性的善良和造化弄人的无

奈具象化、特写化呈现出来，使节目有真挚的

情谊、有动人的情节，有浓烈的温度、有沧桑

业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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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厚度，很好地把握住且满足了观众收看电视

的情感需求。

其次是在新闻生产中嘉兴台合理使用“事

件现场”。比如“天眼”监控视频、车载监控

被大量使用在“路面新闻”报道中。这里所说

的“路面新闻”既包括路面交通事故，更包括

社会新闻中进入路面视域的现场画面等。比如

《今朝多看点》 2019 年 7 月 19 日播出的“大货

车转弯 盲区害人命”；10 月 15 日播出的“老

人被压车下 海宁‘救人快闪’”是冷、暖两

条“路面新闻”。前者从三个视角的“天眼”

监控，全方位呈现了一起不幸事故的发生过

程；后者则以私家车和公交车的车载监控画

面，完整地呈现了一起马路营救老人的感人过

程。大货车事故让人伤感，马路施救让人感

动，但冷、暖两条“路面新闻”对人情感的震

动效应却是相同的：事件现场的视觉呈现，让

观众受到情感震动后，一方面从内心产生惊

醒，自律守法；另一方面产生同情、悲悯等情

感体验。所以这样的“现场”镜头只要用得适

时、适量、适当，是值得提倡的。

再次，节目编排张弛有度，保障收视舒

适，也是满足观众情感需求所不能忽视的。比

如 《小新说事》 2019 年 5 月 9 日的节目就有非

常明晰的编辑思路。当天的节目第一版块是调

查类新闻，第三版块是民生服务类，第二和第

四版块是事件类新闻。版块内部新闻条目设置

也比较合理，比如第一版块，同为深度报道，

《聚焦污染源：城郊结合部 变成垃圾堆》属于

调查性报道，《高铁南站：换乘更便捷 停车费

涨价》属于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重在寻求

真相，解释性报道重在解释说明，两则报道巧

妙组合，叙事流畅、结构稳定；第四版块内一

货车坠河之悲，一彩票开奖之喜，一悲一喜，

张弛有度；第三版块，一则为感恩路人出手救

助走丢的母亲，一则为失散半个多世纪的兄弟

团圆，两条新闻共同传扬人间真情，保障了观

众收看电视的情感舒适。

以上从信息需求、审美需求、情感需求三

个方面，探讨了嘉兴市广播电视台立足民生，

在服务性上“做新闻”，从而“挺稳”“腰部”

的媒体实践。实际上，持媒体“三分法”的学

者，也认识到了作为“腰部”媒体的地市级媒

体和“尾部”县域媒体在功能上有互通之处，

看到了“‘腰部媒体’与县级媒体多处于相同

地域，同时争夺本地有限的新闻源、广告市场、

目标用户等，‘腰部媒体’与县级媒体几乎是

同质化竞争。”④因此，作为“腰部”媒体的地

市级媒体，嘉兴市广播电视台在新闻生产和分

发策略上，与县域媒体分庭抗礼，在服务性上

“做新闻”，打造了一个塔奇曼所说的新闻“窗

口”。

媒体融合发展新时期，作为主流媒体之一

的地市级电视台，要坚守两个“不变”，一是

新闻专业性不变，二是媒体服务功能不变。专

业性不变保障了新闻生产的厚度，体现了专业

功力，不为“后真相”下的事实浮云所“蔽

眼”，保障正确的舆论导向。服务功能不变，

则是坚持媒体深度融合下的用户思维，做好内

容创新，保障新闻产品的感染力、吸引力。嘉

兴台的新闻生产“以服务换市场”，在相对有

限的空间和平台上，创新传播内容、“美化”

传播形式，让公众得到优质的信息服务、审美

服务和情感服务，在新闻生产技术、信息挖掘

和视觉审美上积极尝试，为城市广电媒融合发

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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