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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网友“云陪产”猫头鹰，制作团队也是紧紧抓住

了受众的情感需求，发挥充分想象，将人类情感与

猫头鹰一家勾连，形成强烈的情感共鸣。因此，如

何打破时空限制，营造受众虚拟“在场”，建立一种

特有的身份识别，让受众自然产生与慢直播对象

的共生情感，进行情感交流，是慢直播团队始终要

探讨的内容之一。

当下的融媒体时代，毋庸置疑，慢直播是对传统意

义上高度强调时效性的“快直播”的一种补充，慢

直播的“出圈”是互联网时代多元化直播的一种呈

现。作为一种新生力量，相信通过一系列新技术、

新渠道、新手段，慢直播的创新手法会越来越多。

从“出圈”，到未来，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慢直播

的不断变化，它将成为直播生态中重要的一环。

而随着各类直播形式、样态的不断创新，也将构建

一个更多样、更丰富的媒体多元传播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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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浙江卫视）

摘要：好稿创优是个永恒的话题,也是一项

系统工程。好稿创优既是对新闻单位宣传水平

高低、宣传成效显微的集中检验，也是对一位

新闻工作者年度专业水平提升、工作业绩考量

的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指标。对于广播工作者来

说，创优出精品拿大奖，不只是为了完成工作

任务和职称评审，更重要的是秉持爱广播的初

心、传承广播的责任与信念，通过创优营造团

队的业务氛围，注入团队向上的强大动能。

关键词：城市电台 好稿创优 路径探究

城市广播电台如何做好好稿创优？放眼全

国城市电台，温州电台音乐之声当有资格被列

为值得剖析的一个创优案例。温州音乐之声共

有12位成员，2020年上送的好稿一共有26件，

人均2.167件，获得了9个省级以上的奖项。其

中 《写给中国的一封情书》 获“中国新闻奖”

三等奖，还有两个省级一等奖 （占温州市新闻

媒体获省级一等奖的八分之一）；一个省级二等

奖，四个省级三等奖，另有一个中国广播电影

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广播文艺节目三等奖。温

州音乐之声的好稿创优路径，用几个 Slogan

（口号） 可予以概括。

Slogan之一：人人都是主力

做广播节目是一门手艺活，温州音乐之声

的70后、80后、90后就是在节目创优过程中，

潜移默化地传承广播的音频节目创作这门手艺

的。如果不是每一个人都非常努力的话，是无

法有这么多创优作品呈现的。2020年上送的26

件作品，获奖率达到30.8%。

为了锻炼队伍，带动业务氛围，温州音乐

之声2014年策划推出了《温州当代文化名人名

家》栏目，不求“快节奏”与“浅思考”，而是

追求“慢”与“深”的节目特色，慢工出细活。

吕 瑜

好稿是怎样好稿是怎样炼成炼成炼成炼成炼成炼成炼成炼成炼成炼成炼成炼成炼成炼成炼成炼成炼成炼成炼成炼成炼成炼成炼成炼成炼成炼成炼成炼成炼成炼成炼成炼成的的？？
——城市电台好稿创优路径探究

创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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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讲求团队的传帮带，资深记者、主持人无

私传授采访技巧、沟通方法、制作窍门，年轻

采编播人员则用满溢的创作激情赋予节目新的

能量。《温州当代文化名人名家》采取当期节目

制片人制，在选题会上定下选题后，主持人采

编播合一负责到底。采访一位文化名家就等同

于上了最生动真切的文化“大师课”。做这样深

度的节目，对于能力的提升，有着快速的促进

作用，能在节目采访制作过程中不断受益，业

务得到滋养成长。正是由于每个人全情投入与

付出，这档节目才能发光发热。

《温州当代文化名人名家》除了促进采编播

业务能力的提升成长，也成了好稿创优的一座

富矿，这几年每年都有作品获奖。《离家·回

家》获2019年度浙江省广播电视文学节目一等

奖；《感觉身体被掏空——草根和高雅音乐的对

话》获2016年度浙江省广播电视音乐节目一等

奖；《记者郑雪君》 获得 2018 年度浙江省广播

电视社教节目一等奖；《瓯韵金声》 获 2016 年

度中国文艺节目专家奖二等奖；《温州女性的乡

土情怀和世界眼光—温籍女作家张翎的人生书

写》获2015年度浙江省广播电视文学节目二等

奖；《他的太爷爷是苏慧廉》《吾是唐云》 先后

获浙江省广播电视外宣节目“金鸽奖”。栏目组

被评为温州市宣传系统先进集体。

好稿创优是一项整体联动工作，不是某个

人的事，要靠频率的整体合力来推动。因此，

在定好选题之后，要有团队进行协作，采访、

写稿、播音、后期等分组合作，相互支持，彼

此鼓励。这样，每一位成员都在好稿创优的过

程中，找到自己的定位，拓宽视野，提升能力，

经受锻炼，提高业务水准。

Slogan之二：让日常节目和好稿创优相辅

相成齐头并进

日常的新闻宣传和节目与好稿创优关系密

切。作为城市电台，日常工作的量已经不轻，

处理好日常节目和好稿创优的关系非常重要。

日常节目是好稿的基础，好稿是日常节目的提

升，日常节目和好稿创优是相辅相成的。在平

时就要抓好每一期节目、每一篇新闻稿件的质

量提升。抓得好，可以积极有效地推动好稿创

优，抓得不好，就会影响好稿创优工作的开展。

因此，在日常工作中，就要高标准、严要求培

养队伍，力求让节目人员认真对待每一期节目

和稿件，多下苦功，使日常节目和稿件也能成

为精品力作。

赛立信 2019 年 10 月整理了全国电台中

“好玩有趣”的广播节目，在“赛立信媒介研

究”公众号中推送《看看广播节目如何“玩转”

8090 后，塑造节目 IP》。在这么多好玩有趣的

广播节目盘点中，FM100.3 温州音乐之声的

《善良的晨阿土》 被排在第一的位置进行介绍。

《善良的晨阿土》 是一档时长3分钟左右、总能

把听众逗乐的新闻节目，突破了传统“播新闻”

和“说新闻”的概念，主持人阿土和林晨对新

闻事件评述精准、演绎风趣。这档栏目把每一

期日常节目当成精品节目来录制，不仅收获了

听众的良好口碑，在创优上每年都收获颇丰，

主持人阿土被评为“全国广播文艺优秀娱乐主

播”。

Slogan之三：把触角伸得更远些

业内人士都知道，在广电节目创优项目中，

文艺类节目上报送评的门类远比新闻类的少，文

艺类好稿只有音乐专题、戏曲（曲艺）专题、综

艺节目、文学节目、长篇联播。所以，努力延展

触角非常重要。2017 年，温州音乐之声破天荒

获得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个新闻类奖项——《格斗

林妹妹养成记》 获得浙江省广播电视新闻奖新

闻访谈三等奖。2018 年再接再厉，《记者郑雪

君》 获得了浙江省广播电视新闻奖广播社教专

题一等奖，这是一篇被专家评委认为是提振传

统媒体士气的报道。获得“中国新闻奖”的

《写给中国的一封情书》是记者在温州大剧院聆

听德国新科隆交响乐团音乐会时，深深被旅居中

国的英国作曲家、音乐教育家安德鲁·韦伯-米

切尔以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为蓝本创作的交响乐

作品《七夕交响诗》所打动，记者随即在演出结

束后马上赶到后台，对安德鲁·韦伯-米切尔进

行了计划外的采访，了解到了这首大型交响音

乐幕后的精彩故事。《写给中国的情书》表达了

一位外国作曲家对中国深切的爱，从另一个角

度反映了中国的欣欣向荣和中国文化的枝繁叶

茂，是一篇很有感染力的广播外宣作品。

好稿创优努力延伸触角也就拓宽了获奖面。

创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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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研究

曾有一位年轻主持人感慨：一篇好稿写下来，

她感觉是“心力交瘁”后的“浴火重生”。做好

稿真的是这样，不管是老将还是新兵，谁又敢

说自己轻松容易？

Slogan之四：心头一个“勇”

温州音乐之声曾是好稿创优的困难户。

2012 年，是唯一没有完成温州市广播电视台年

度创优考核任务的广播频率。从那时开始，温

州音乐之声知耻而后勇，努力找寻破解之道。8

年来，获奖作品数量逐年递增。特别是去年，

人人得奖，获奖数量和级别创史上最高峰。

好稿创优，如果没有这一点“勇”，很难持

续。2019年的重大新闻题材“纪念改革开放40

周年”，两位 90 后主持人跑档案馆、图书馆，

上网搜寻，可是写的第一稿根本不成型，新闻

要素完全不得要领。经过几易其稿，起码写了

6 个版本才定稿。其后，在后期配乐、音效合

成上用奇妙手法强化了这个作品的包装和内涵，

最后两位 90 后小伙合作的 《改革开放四十年，

温州人的敢与先》获得了2018年度浙江省广播

电视文艺奖制作艺术录音三等奖。

广播好稿创优是个永恒的话题,也是一项系

统工程。创优出精品拿大奖，不只是为了完成

任务指标，为了职称评审，更重要的是秉持爱

广播的初心，传承广播服务听众的信念，谨记

肩上的使命，通过创优带动团队的业务建设，

形成追求卓越的共同愿景，始终把深耕节目作

为重中之重，把每一档节目都当精品节目录制

打造，力求作品让听众入耳入心。

（作者单位：温州市广播电视台）

摘要：系列报道是地方主流媒体深度融合

后依然需要唱好的重头戏，要避免报道的程式

化和模式化，就必须把创新的重点放在采制环

节。像关于脱贫攻坚的电视系列报道，就不能

只是对阶段性成就进行简单图解，而是要想方

设法增强报道的吸引力与可看性。本文认为，

只有记者在采制时把握好“突出题材的地域性”

“讲究内容的新闻性”和“追求形式的故事性”

三个维度，电视系列报道的传播力、引导力和

影响力才会更强。

关键词：电视媒体 系列报道 采制重点

三个维度

2020 年是脱贫攻坚的决胜之年，也是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在这个具有重要历

史意义的时间节点，各级各地的主流媒体都推

出了相关的重大主题报道，以营造舆论氛围。

然而，电视系列报道作为重大主题报道的类型

之一，多年来由于创新不够，逐渐落入了模式

化和程式化的俗套，观众对此已产生审美疲劳。

绍兴台记者采制的脱贫攻坚电视系列报道，由

于从题材选择、内容取舍、形态呈现等方面进

行了大胆创新，从而使报道在受到领导肯定的

同时也在观众中产生了强烈反响。笔者认为，

地方主流媒体在深入融合后要把规定动作做到

位、做出特色、做得更好，就必须转变理念，

不断根据媒介生态和传播环境的变化，对历年

操作下来的系列报道进行突破。

一、突出题材的地域性

电视系列报道有个明显特征，就是报道成

组，但单篇报道都由一个主题统领，共同为一

个主题服务。要提升其传播力，除了事实充分

外，还必须立意高远，并找准与百姓生活密切

相关的契合点。选题是做好电视系列报道的第

一个环节，重大题材往往会受到各家媒体的共

同关注，这就需要记者以突出题材的地域性来

作为报道的重点。同时，通过精选报道角度、

创新报道手法，以人无我有的形态来与其他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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