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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实践

重大突发事件新闻性短视频重大突发事件新闻性短视频
创优叙事策略探析创优叙事策略探析
牟 毅

赋能媒体融合。由摄像记者和技术人员组成的

航拍工作室多次完成重要航拍任务，给采编人

员节目制作、媒资库提供了丰富的航拍镜头，

多次配合央视、浙江卫视、金华台在义乌的航

拍任务。

22.. 创新管理模式创新管理模式，，优化资源配置优化资源配置。。工作室

和制片人栏目享有用人权、策划生产权、薪酬

分配权、项目运营权等多项自主权利，根据扁

平化管理原则和工作需要，工作室和制片人栏

目可以跨平台、跨部门调配人员，可以灵活采

取“制片人+工作室”“工作室+工作室”“制片

人+制片人”的工作机制，有的甚至工作专班

化动作，有效避免工作室单兵作战的窘境，形

成互为补充、协同作战的生产合作模式。

三、结语

义乌市融媒体中心围绕内容生产、流程再

造、平台运营、用户推广、管理创新等方面，

通过对工作室、制片人栏目进行转型发展、改

革创新，使采编人员抛弃固有的思维定势、工

作习惯和路径依赖，逐渐向多功能、复合性、

全媒型人才转变，融入全媒体传播体系。但在

完善考核评价制度、建立进入退出机制、专业

人才缺乏、拓宽媒体融合传播渠道方面还存在

瓶颈和薄弱环节。媒体融合非一日之功，县级

融媒体中心还需以水滴石穿的精神持续推动媒

体深度融合，不断提升新型主流媒体的传播力、

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

（作者单位：义乌市广播电视台）

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

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

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

社会安全事件。重大突发事件报道关注度高、

新闻价值大，重大突发事件新闻性短视频更是

成为新闻创新创优的重要资源和突破口。不同

于传统电视新闻的叙事模式，短视频在叙事结

构、叙事主体、叙事节奏、叙事情绪等方面呈

现出鲜明的互联网特色。台州广电集团近年来

深 耕 新 闻 性 短 视 频 创 作 领 域 ， 原 创 短 视 频

《“黑洞”救援·生死两小时》 和 《彻夜救援

台州无眠》先后获得2019年度浙江省广播电视

新媒体奖新闻性短视频一等奖、2020年度浙江

新闻奖新媒体类短视频现场新闻一等奖。本文

试以这两条短视频的创作为例，探析重大突发

事件新闻性短视频创优的叙事策略。

一、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实现

对用户正向价值观传播

事故灾害类的突发事件一般具有较大破坏

性，并带来人财物的巨大损失，在短时间内成

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事故发生后甚至在发

生过程中，新媒体就从多个信源获取到大量信

息。出于“流量”的利益考量，一些新媒体往

往忽视公共利益、主流价值和舆论导向的重要

性，选取夺人眼球的碎片化信息发布，产生了

片面、负面的传播效果。尤其是突发事件导致

人员伤亡时，网络上经过放大和夸张的信息甚

至会激起公众内心的不安全感，从而引发舆情

风险。媒体在创作新闻性短视频时，必须意识

到主题、价值和导向是新闻创优的基本前提，

创作理念应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人为

本，体现生命至上，展现人性光辉，弘扬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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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爱。

原创短视频 《“黑洞”救援·生死两小

时》 取材于发生在 2019 年 8 月 27 日的 G15 沈

海高速台州段猫狸岭隧道火灾事故。当天傍

晚，一辆满载皮革的货车在猫狸岭隧道内起

火，约有 50 多辆车子被困在有毒浓烟笼罩的

狭长隧道内。生死攸关时刻，一批又一批的台

州高速交警逆火而行，接力救援。事故消息传

开后，引发民众广泛关注。毒烟、100多人被

困、多名交警受伤等等，网络上一片令人揪心

的消息。如何真实展现事故和救援的过程，回

应民众关切？报道的落点是隧道惊魂、事故伤

亡，还是分秒必争的救援？记者通过对多位当

事人的采访，提炼出隧道营救的脉络，最终决

定以事故“接力救援”为主线，以“记录群

像”“真实还原”为视角创作短视频。团队整

合多个渠道摄录的视频素材，在尊重事实的前

提下，精心制作出原创视频作品，刻画了一批

为抢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不计个人安危的英勇

群像，展现高速交警“人民警察为人民”的初

心和宗旨，主题鲜明，意义重大，有力实现正

向价值观传播。

《彻夜救援 台州无眠》同样是以重大突发

事故为创作题材。2020 年 6 月 13 日下午四点

多，又是在沈海高速，一辆装满液化气的槽罐

车在温岭段发生爆炸事故，导致周边民房及厂

房倒塌，人员伤亡。原创短视频在三分钟的篇

幅里，集中展现了十多个小时里，党员干部、

消防官兵、全省各地的医护人员，以及从四面

八方赶来的普通百姓，不分彼此投入救援的场

景，强化价值引领，注重人文关怀，充分传递

党和政府“以人为本，生命至上”的理念。

二、构建单一主题线性叙事结构，实现用

户信息接收最优体验

短视频创作内容为王。短视频创优不仅要

求选题内容、主题有较大的新闻价值，还对短

视频的叙事结构提出更高要求，以实现用户体

验更佳、传播力更强、影响力更大。优质短视

频往往一开场就是关键画面，直接入题，信息

量大，结构紧凑，符合受众在移动端获取信息

的习惯。突发事件在现场事态平息、救援告一

段落后，媒体发布短视频披露事件及救援全

程。然而，重大突发事件通常现场情况复杂，

多头介入处理，善后时间较长，如何在短短数

分钟内把突发事件的前因后果、现场救援、事

后处置等理出脉络、结构成片，让用户高效获

取信息？单一主题线性叙事结构有助于优化受

众体验。《“黑洞”救援·生死两小时》 和

《彻夜救援 台州无眠》均属于时间线清晰、情

节完整、全景呈现事件过程的新闻性短视频。

温岭槽罐车爆炸事故发生后，台州广电采

访团队以最快速度抵达事故现场，拍摄第一手

视频传送回来，制作团队即时整理素材。然

而，面对大量的视频素材，团队也曾一度找不

到方向。爆炸事故造成当地不少老百姓被压在

坍塌的民房厂房下面，党委政府调集了上千名

救援人员到场营救，台州广电的4组记者也在

现场采访，有彻夜拍摄搜救的，有跟拍省市领

导指挥的，还有赶赴医院了解救治情况的。怎

样从海量视频中厘清叙事主线？爆炸事故发生

后，都采取了哪些营救手段？有多少人被救

出？还有多少人失联？制作团队沿时间轴把不

同节点的救援现场串连起来，从营救人员抵达

现场到调用大型设备，从表层搜救到进入核心

区搜救，再到深入废墟搜救，从现场搜救到医

院抢救等等，多个救援场景“串珠成链”，按

照时间轴构成梯次推进的叙事结构。这种单一

主题线性叙事的结构既适配突发性事件不断延

展的态势，也符合当下互联网语境下用户对信

息的快速接收和直观可视化的需求。

三、利用多元化叙事主体，实现媒体和用

户连接联动

短视频的叙事主体，通俗讲就是视频素材

的提供者。新媒体语境下突发事件的叙事主体

非常多元，媒体记者摄像提供专业视频，消

防、交通部门提供公共视频，网民提供手机视

频等。短视频创优，需要利用多元化叙事主

体，使 PGC （专业生产内容） 与 UGC （用户

生产内容） 互相结合、互为补充，丰富充实短

视频的资源和内容。

猫狸岭隧道火灾发生后，记者虽然在第一

时间就赶往现场，但因为隧道被封，无法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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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第一线拍摄。为再现高速交警逆行进入隧

道、救援群众的过程，记者想到了利用公共视

频和执法记录仪的视频，凭借多年一线采访积

累的人脉资源，记者调取到来自高速公路、消

防等部门以及交警个人手机拍摄的原始视频，

结合外围实拍采访，制作出短视频。

在温岭槽罐车爆炸事故后，制作团队安排

专人收集各路视频素材用作短视频创作。制作

中用到的视频素材来源广泛、场景丰富，具有

鲜活生动的现场感，团队对收集到的素材进行

研判筛选，加工编辑，用全现场素材拉出故事

框架，再在其中加入字幕补充新闻要素和信

息，完善情节，深化主题。叙事主体多元化实

现了内容生产层面专业媒体和用户的连接联

动，提升了短视频社会化生产的能量和效率。

四、营造充满视觉抓力的叙事节奏，实现

用户注意力“锁定”

短视频的叙事在一定的时间线中展开。一

方面，短视频要建构事件的逻辑链，突出主

线、强化主题，使碎片化的场景叙事连接为一

个有机整体；另一方面，在有限的时间内，要

用精炼的镜头语言和明快的节奏营造视觉抓

力，每隔二三十秒、十几秒就出现抓人眼球的

关注点，以强大的信息表现力和视觉冲击力

“抓住”用户。这其中，对于核心视音频素材

的分配成为把控叙事节奏的关键。短视频

《“黑洞”救援·生死两小时》将持续四个小

时的救援浓缩在不到4分钟的时间里，基本上

做到了每隔十几二十秒就有一个比较抓人的

点。视频一开场就是隧道里冒着浓烟起火的货

车和不断驶入隧道的车辆，一下子把受众的心

“提”了起来，紧接着逆火冲进现场的交警说：

“人不能留在这里！”紧迫气氛扑面而来。随后

大约有 30 秒的视频可见多名交警指挥救援。

这时，又冒出一句现场原声：“毒烟会死人！”

紧张气氛达到顶点。接下来营救全面展开，每

隔十几秒，就出现救人的近景和原声，“后面

留给老人、孩子坐。”“我做了心肺复苏，先运

出去。”“站一下，站一下，站起来就能活

了。”这些实况片段构成紧张、揪心、又带着

悬念的节奏，牢牢抓住受众的眼球。视频的 2

分 45 秒处，一句“叔叔来了，叔叔救你下

去！”堪称黑暗中的曙光，受众的情绪瞬间受

到感染。然而，正以为救援即将成功之际，事

态急转而下，3分15秒处，传出交警被浓烟呛

到的咳嗽声，一位交警以微信语音的方式发出

求救：“心跳开始加速了，感觉快要窒息了，

快点呀快点呀，帮帮我们！”浓烟笼罩的现场

配以颤抖的声音，所有人的心都揪紧了。一直

到最后，所有伤员被运出去，才松了一口气。

可以说，在有限的时间里，这种一波三折、紧

张惊险的节奏感形成的视觉抓力一直持续到结

束，用户的注意力自始至终被牢牢锁定。

五、渲染叙事情绪激发共情，实现用户情

感共鸣

新闻短视频的叙事除了内容“硬”呈现，

还要情感“软”激发。众所周知，传统媒体的

新闻报道要求客观、理性、平实，而短视频则

不同，它在传递事实信息的同时，也需要激起

用户与报道事件的情感共鸣，通过共情增强与

用户的纽带。突发性事件往往伴随着不安、不

幸和灾难。在加工短视频时，可以配上适当的

背景音乐来渲染情绪，增强叙事的感染力。如

《“黑洞”救援·生死两小时》中被困隧道时

的低沉、压抑，遇险呼救时的绝望、悲伤；

《彻夜救援 台州无眠》中救出被困群众时的欣

慰、温情，八方支援时的坚强、有力，配乐都

起到了良好的渲染作用，带出共情效应。

在新闻短视频中，“点睛”配字同样起到

凸显故事温度的作用。比如 《彻夜救援 台州

无眠》中，每到重要救援节点，就出现醒目的

视频字幕，凸显核心信息。感人的画面、配字

和背景音乐共同作用，构筑了一个个感人的故

事，传递来自现场的的悲壮与感动，让受众感

同身受，引发共情，在短时间内建立起情感上

的链接，延展了短视频内容分享的广度、传播

的长度和影响的深度。

（作者单位：台州市广播电视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