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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精心制作节目，创新节目形式

为了能给当地农民提供更为优质的广播对

农信息服务，《北仑新农村》栏目组成员，在采

访中静下心来体验农民的生产生活；在录制中

注重文稿、主持、音效和音乐之间的配合；制

作时重视节目表现形式的创新，得到了农民朋

友及专家的好评，并多次荣获浙江省广播电视

对农节目服务工程建设考核优秀奖、合格奖。

以往的广播对农节目过分追求节目产出，

没有与农村、农民和农业形成紧密联系，节目

效果不明显，对此北仑电台 《北仑新农村》 进

行了多次改进创新。

首先，节目的采制注重“现场”，强化现场

感，让农民朋友有身临其境的效果。在每一期

节目前期策划过程中，提倡采编人员深入农村

生活一段时间，了解当地农民的日常生活，聆

听农民朋友的心声，并随同他们走向田间地头，

采录他们生活劳动的瞬间。让在农田耕种的农

民成为某期节目的主角，势必容易引起广大农

民朋友的情感共鸣。

其次，重视节目的宣传效果，采用微信互

动、APP 直播等一些新媒体的传播方式，与农

民友好交流，细致报道专属于农村的故事。比如

微信与电视同步图文直播《书记加油》、新媒体

视频直播《年年高年年好“年糕文化节”》、新

媒体视频直播《“利奇马”过后葡萄很“受伤”，

百万斤葡萄需要您伸出援手》等均受到城乡听众

与农民朋友喜爱，并多次荣获省市政府奖项。

再次，确保节目的播放时段与时长。当前

省内各区县广播电台每周自办的广播对农栏目

3 档以上，每周播出时长不少于 60 分钟 （不含

重播）。考虑到北仑本土农民朋友生产劳动实

际，《北仑新农村》 将播出时间调整到早 7：

30、午 11:30、晚 18:00 三个时段，每次播出时

长近30分钟，尽可能持续保持节目热度，保证

节目的播出时间，以期更好地为农民朋友服务。

四、结语

进入21世纪之后，媒体间的竞争日益加剧，

区县广播电台对农栏目的创新发展势在必行。要

想提高区县广播对农栏目的质量，必须始终扎根

农村沃土，不忘服务农民的初衷，为新农村建设

厚植人气、凝聚人心；不断探究迭代的新思路，

为广播对农栏目精工细作。广播对农栏目的发展

具有广阔的天地和巨大的潜力，只要我们牢固树

立为农业、为农村、为农民服务的强烈意识，把

农民的需求放在第一位，就一定能够使广播对农

栏目成为农民朋友必不可少的知音和知交。

（作者单位：宁波市北仑区广播电视台）

摘要：2020年 12月 31日，浙江唯一省级电

视英语传播窗口——浙江新闻频道 ZTV NEWS
正式开播。如何立足本省特色、国家站位、全

球视野，努力展现浙江争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先

行省”的生动实践，推动浙江营商环境国际化的

提升，是该传播窗口的宗旨。作者通过自己在英

语新闻《黄金时间Prime Time》等栏目的实操工

作，并结合CGTN等平台的通行做法，梳理了省

级英语新闻在跨文化把握上的实践与体会。在文

本和有声创作中有意识地进行跨文化处理，这会

直接影响到英语传播窗口的传播效果。

关键词：英语新闻 编译 跨文化传播

双语主持

《黄金时间 Prime Time》 是浙江唯一省级

电视英语传播窗口推出的英语新闻节目，目标

英语新闻主持人的英语新闻主持人的
跨文化传播实践探索跨文化传播实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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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是在浙国际友人。如何用英语讲好本地故

事，展示好浙江精神，这是该栏目乃至整个英

语传播窗口的核心诉求。该栏目的稿件编译来

源主要是卫视频道新闻联播的头条、地市新闻、

省级地面频道自采新闻等。几乎所有稿件的编

译和播读，都是从汉语语境到英语语境的转化，

跨文化传播就此产生。如何在文化共性的基础

上体现个性，让目标群体也就是在浙国际人士

产生共情？

一、国内地名的英语读法

英语新闻中会出现大量的中国地名，汉语

拼音是中国地名“罗马化”的标准，1978 年

《汉语拼音方案》 就对这套规则做出了界定①。

过去在英语语境中读中国地名，一般遵循的是

英语的拼读规则，以便英语受众阅读。而在全

球化大背景下，近来在 CGTN、SCI 等英文传

播平台中，中国地名的英语读音基本被汉语拼

音的读音所代替。例如浙江 Zhejiang，过去会

采用近似“则酱”的读法，而当下更倾向于直

接读成汉语拼音的Zhè Jiāng。这样处理的原

因在于：首先，汉语拼音的部分字母组合，在

英语拼读规则中是很难准确发音的，比如“浙

江”的“浙 zhe”。过去涉外交流中，碰到这样

的地名读音往往会发生英语本族人会读、中国

人却听不懂的尴尬局面。其次，同音地名之间

有区别的需要，比如陕西、山西等。再者，对

于一档面向在浙国际友人的英语新闻，受众是

直接生活在汉语语境中的，汉语拼音的读法更

能便于他们对地名信息的理解，没有必要再恪

守英语拼读规则。再次，由于历史遗留等多方

面因素的影响，部分地名的英译并不按照汉语

拼音进行，比如呼伦贝尔 Hulun Buir，哈尔滨

Harbin。对于这类专有名词，依然使用基于英

文拼读规则的读法。

总之，从双向传播的实际需求出发，在中

国地名的英文发音上，尤其是境内英文媒体的

本国主持人，不妨大胆且自信地采用汉语拼音

的读法。

二、防止叙述的主视角偏误

今年3月8日播出的《黄金时间》中，有一

则介绍浙大机器狗的新闻。导语中的引子是当

天发生于美国的突发新闻“机器狗参与SpaceX

飞船爆炸现场的勘察”。当新闻的地点要素从国

外转回国内，一般汉语新闻中常用的承接措辞

是“说回国内……”或者“在家门口……”。而

这 条 稿 件 的 英 语 编 译 稿 也 用 了 对 等 的 翻 译

“Closer to home”（在家门口）。

单纯从写作角度来看，这样的翻译是没有

任何问题的，但仔细推敲就会发现，英语新闻

的主视角发生了偏误。省级媒体中文稿件的主

视角一般默认是本省居民，所以用“家门口”

指代浙江并无任何不妥。但是对于英语新闻稿

件而言，叙述的主视角已经从一般本省居民变

为了在浙国际友人，用“Home”（家） 指代浙

江并不准确，甚至会产生歧义。所以此处稿件

实际播读过程中，“closer to home”（在家门

口） 被 改 为 了 “closer in Zhejiang”（在 浙

江），既完成了语义上的前后承接，又准确描述

了新闻的地点要素。

除此之外，英语主持人在播报本地新闻的

英文编译稿时，不妨也慎用“we”（我们） 等

人称代词，更多地使用第三人称等客观抽离的

视角，以免出现主视角的偏误。

三、保持主动的解说姿态

在跨文化传播中，如何“借船出海”做好

优秀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一直是一个重要的

课题。不同国家的语言习惯、思维方式都不尽

相同，这些差异都决定了在跨文化传播中，要

剔除不易被接受的内容②，而更多地去提炼“共

性”，补充“关联”。例如在介绍疫情防控、环

境保护、普世情感等内容时，1 月 21 日 《腊八

灵隐施粥》 的稿件中，对于灵隐寺这样的专有

名 词 用 从 句 “which is a famous Buddhist

sanctum located in Hangzhou City， Zheji-

ang Province”（坐落在浙江杭州的一个佛教圣

地） 进行了补充说明。

对于一个省级英语传播窗口而言，对于跨

文化细节的处理，体现的不仅仅是英语语言的

专业程度，更展现了对外传播的人文格局。这

些剔除、增补、选择信息的过程，既有文本层

面的，也有有声语言表达层面的。英语新闻主

持人需要在更加开放、包容、自信的情态中，

不断借助融合互通，在我国基本国情和英语传

播需求下，让跨文化传播更有效、更动情。编

播音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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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和审校决定了稿件的文本面貌，主持人对于

稿件的播读往往决定了稿件最终的呈现与传播

效果。所以对于一名双语主持人或者英语主持

人来说，在实际工作中必须要有跨文化处理的

意识，这样在传播效果上往往可以取得四两拨

千斤的效果。

参考文献：

①梅欢《中国地名英译中的语言规范问题

探讨》，《产业与科技论坛》，2019年第18期第

11页。

②陈纪泽 《英语新闻跨文化传播探究》，

《中国报业》，2020年第16期。

（作者单位：浙江电视台教科影视频道）

曾几何时，全国刮起了一股“经广”旋风。

在各省市电台频率中，经济电台相继成立并迅

速发展，为推动广播改革的发展作出了极大的

贡献。近些年，经济类电台风光不再。①究其原

因，越来越多经济台从综合性办台转向专业领

域办台。细分财经领域的专业性强、政策性强，

致使受众难以理解，甚至提不起兴趣。而新媒

体端涌现出大量财经博主，改变了财经节目不

易传播的现状。短视频平台的财经类账号凭借

其作品较高的点赞率和完播率崛起，使传统财

经报道的后发优势被逐渐削弱。

证监会和上交所于2019年3月2日 （周六）

凌晨 0:45 分，宣布科创板开闸，2+6 规则落地

并实施。这一消息对资本市场乃至中国经济具

有重大指向意义。浙江经济广播立即启动财经

预案，及时跟进动态，联系专家解读、采访普

通投资者，并迅速在当天推出特别节目 《科创

板，来了》（下称 《科创板》）。其独特性在于

响应快、财经事件重大。如何将“高冷”的财

经内容平稳“落地”？周末上班人员配备不完

善、专业需求强等难题如何解决？这对财经主

持人个人能力有一定要求。

财经类节目的“模板”是主持人围绕节目

主题与各研究机构、院校专家、证券机构的专

业人士进行对话，在此过程中更多的是“一问

一答”，在听感上显得较为枯燥。突发事件直

播中，主持人的工作更多是拿着编辑给的材

料和问题“念稿”，看似有来有回，事实上并

非真正的对话，甚至还会闹出笑话。按模板

做节目，传播效果难以得到保证，甚至让受

众不知所云。②而“科创板”这类财经话题，

专业性词汇比较多，对受众接受信息的要求

就更高了。

笔者作为《科创板》节目主持、主创人员，

总结分析后发现财经突发事件节目的制作与常

规节目的制作有部分异同，希望借此分析整合

出一些可供参考和借鉴的经验。

一、整体与碎片相结合

为何互联网短视频内容能牢牢占据用户的

使用时间？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碎片化。这种

特征能够充分调动用户的注意力，将包袱一个

又一个抛出、解构，同时不断激发用户的兴奋

点。短视频创作中，“时长”相对随意，而大多

广播节目的制作仍遵循“大时段”概念，少则

半小时，多则数小时。主持人需要在规定的时

间内把控节目进程，营造整体感。

《科创板》就体现出了整体与碎片相结合的

特点。为了使财经内容不生涩，主持人在节目

从广播财经节目从广播财经节目《《科创板科创板，，来了来了》》
看主持发展趋势看主持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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