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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集广播连续剧《浙江第一战》评析

在新闻宣传实践中，故事化表达已经成为

重要形式。而讲故事是广播的长项，其中广播

剧是受众喜闻乐见的一种形式。近年来，绍兴

市新闻传媒中心在重大主题宣传中，选取和挖

掘新闻事件中的典型事迹、典型人物为蓝本，

通过艺术化的手段，创新的表达，创作了一批

连续广播剧和微剧，取得了一些经验和成果，

获得省“五个一工程”奖、入选全国微剧大赛

“最佳作品”等多个荣誉。在2020年的抗“疫”

宣传中，主创人员根据孙端抗“疫”的事迹创

作了一部三集广播连续剧《浙江第一战》，是广

播以文艺的形式延伸新闻报道，增强舆论引导

力的又一次探索。

一、精准选题，聚焦故事闪光点

选题在文艺创作中非常重要，也非常见功

力。好的选题既要有新闻敏感性，又要有宽广

的视野和题材的把控力、洞察力。面对宏大主

题，不可能面面俱到。越是宏观的主题越需要

见微知著，切口小，角度巧，反映的主题才更

有爆发力和感染力。2020年的新冠疫情是世界

性的灾难。在疫情发生后，中国人民在党和政

府的坚强领导下，不畏困难，勇于奉献，守纪

律、讲担当，书写了人类与重大疫情作斗争的

伟大篇章。在层出不穷的抗“疫”事迹中，三

集广播连续剧 《浙江第一战》 的主创人员瞄准

了孙端通过整村隔离成功抗“疫”的事迹为创

作题材是有战略眼光的。

首先，主创者把广播剧命名为 《浙江第一

战》，着眼的就是这个“第一”。绍兴对孙端新

河村、镇塘殿村、小库村三个村分别进行的整

村隔离，是自浙江省2020年1月23日在全国率

先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以来的

第一例，是浙江成功抗“疫”的一个缩影，在

全国也堪称范例。所以，这一选题以小见大，

意义典型。

其次，这一事件的发生地孙端是大文豪鲁

迅的外婆家。仅“鲁迅外婆家”五个字就非常

有辨识度，既引人瞩目又有鲜明的绍兴地域特

点。而且，在这样的地点赢得抗“疫”胜利，

更有一种特殊的意义。

再次，在全国都没有先例的情况下，提前

预判。率先实施的整村隔离，一定会产生很多

悬念和矛盾冲突，非常有利于广播剧剧情的展

开和深入。

同时，孙端新河村、镇塘殿村、小库村处

于绍兴河网地带，是最具绍兴风味的地方。鲁

迅笔下的社戏、祝福等场景就取材于此，作为

一个文艺作品来说，融入这些内容可听性非

常强。

二、践行四力，挖掘故事动情点

作为一件文艺作品，生动有情趣是可以虚

构和想象的。但三集广播连续剧《浙江第一战》

是基于真实事件基础上的创作，大部分剧情是

真实客观的，具有很强的纪实报道的特性，是

可以定义为新闻广播剧的。主创者们没有关在

办公室里闭门造车，而是下沉到新闻现场，深

入到抗“疫”的发生地，在鲜活的生活当中细

心观察、认真思考、用心打磨，创作过程可以

说是践行“四力”的生动实践。

故事要讲得好，必须要有生动的细节、典

型的人物和典型的事例，生编乱造是吸引不了

人的。《浙江第一战》的主创人员光是素材的收

集整理就历时大半年，采访到的素材本身，远

比想象要丰富得多，那一幕幕发生在抗“疫”

一线的真实情景深深触动了人们的心。

采访中，还原疫情本身就很让人揪心，事

件本身就如一个灾难片的开场：前几天还是阳

光明媚，从 2020 年 1 月 24 日起，随着大批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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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评介

汉经商人员返乡过年，在绍兴市孙端街道新河

村，1 人被确诊为新冠肺炎病例，接着又有发

热病例连续出现……沉浸在浓浓节日气氛中的

水乡古镇顿时成为绍兴抗“疫”的最前线，戏

台上的越剧不演了，村口大喇叭里过年的歌不

放了，人们的心里布满了阴霾。

有时候艺术作品需要创编者妙笔生花，而

《浙江第一战》 中的典型人物根本无须刻意拔

高。剧中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就来自于身边，

这些人物本身就很丰满。如剧中“李爱群”的

原型就来自于新河村妇女主任朱苹。从 1 月 26

日起，绍兴紧急对孙端新河村和邻近的镇塘殿

村、小库村三个村分别进行整村隔离，武汉回

乡人员需要居家隔离。朱苹上门做思想工作，

一些人不理解，不配合，对她破口大骂，甚至

进行人格侮辱，她都默默忍受着，不厌其烦地

予以劝解。她每天差不多要接上百个电话，“村

里有没有新增病人？”“潜伏期有多久啊？”“口

罩没了，哪里有卖啊？”等等，朱苹耐心地一一

回答问题，累得声音嘶哑，人也累倒了，而她

自己还被当成疑似病例进行了隔离。

剧中的英雄事迹根本无须杜撰，连姓名都

是真实的。如英特医疗器械公司维修工程师何

旭峰，在疫情发生后，主动请缨，第一时间蹲

点绍兴某口罩生产厂家调运防疫物资，连续 29

天奋战在防疫物资供应保障最前线。由于连续

作战、过度劳累引发呼吸心跳骤停，经抢救无

效不幸殉职，年仅39岁。

在采访中还收录了一些新闻现场的声音素

材，当时新河村村民根据防疫小知识自编自演

的莲花落就在有线喇叭里播放，主创团队觉得

这个原创莲花落虽然粗糙，但很有生活气息，

现场采录后直接就运用到了剧中。

类似这样的典型人物、典型事迹和带露珠、

冒热气、接地气的生活细节，在这部广播剧中

比比皆是。这些都有效提升了作品的可听性、

真实性与吸引力。

三、反复锤炼，升华故事兴奋点

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好故事需要

细节来丰富，更需要对材料深入挖掘， 反复提

炼，升华主题。这样的故事才隽永，才意味深

长，引人入胜。在庞杂的采访信息中，如何提

炼和取舍，如何找到这场抗“疫”战的核心内

涵，是对主创人员“脑力”和“笔力”的考验。

孙端抗“疫”需要一个主题总领，需要一

条线串联。如果只是以英雄事迹或主角们的高

风亮节来为抗“疫”胜利做注脚，是苍白的，

缺少说服力的。如何反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

性，如何更深层次地反映绍兴特色？经过深入

采访发现，“枫桥经验”在基层治理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为此，主创人员两度前往枫桥参观学

习。“枫桥经验”是 20 世纪 60 年代初，浙江省

绍兴市诸暨枫桥干部群众创造的“发动和依靠

群众，坚持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

上交，就地解决”的经验。主创者们找到了孙

端抗“疫”的内在线索，他们认为，孙端整村

隔离成功，是浙江整体防疫战的一个缩影，也

是创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生动实践。

剧中很多干部做群众工作的思路就是来自于

“枫桥经验”。对于这部剧的创作来说，全国的

抗“疫”故事很多，而“枫桥经验”是绍兴特

有的，这也使得这部广播剧有了独特的色彩和

亮点。

剧中的绍兴元素也让听众感到生动和亲切，

给整部作品刷上了越地风情的底色。这样的元

素随处可见，如开场高亢的绍剧一下就把听众

带入到了绍兴农村的年味当中，宣传车播放着

的村民自编自演的莲花落小段子给人感觉非常

接地气。还有社戏、水乡乌篷船、绍兴红茶等，

这些符号都是听众耳熟能详的绍兴风味。

三集广播连续剧 《浙江第一战》 的剧本九

易其稿，后期制作也反复打磨，不放过每个细

节，力求经得起广大听众和业内行家的考验。

如在初稿中，一些局部做了艺术化的处理，在

城管队员集结的过程中，为了渲染气氛，增加

了一些雷电交加、滂沱大雨的音效。在审听的

时候，主创者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细节，认为

绍兴在一二月份一般是不会打雷的，后来经过

气象部门查证，在这个时节确实没有打雷这种

气象现象。艺术创作也要符合自然规律，最后

删除了电闪雷鸣的音效。

新闻讲究客观、严谨，广播剧追求生动、

感人。在这部剧中，这两者进行了有机的融合。

（作者单位：绍兴市新闻传媒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