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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问政视频短片采编刍议

电视问政节目的流程一般

是先播放视频短片，然后开始

主持人、嘉宾的问政对答。视

频短片是整个电视问政节目的

基础，由它呈现问题、暴露不

足，为后期解决问题提供话题

线索、思路方向。因此，电视问

政视频短片就要围绕“发现问

题、曝光问题、促进问题解决”

的逻辑思路去进行采访、制作，

为整期节目达到预期效果奠定

基础。

然而，对于县级电视台来

说，想要奠基完美并不容易，稍

不留神，就会出现塌台。以江

山电视台为例，相比衢州台这

样的市级台，江山台想要做好

问政视频短片，存在许多“先

天”劣势：

1. 覆盖面有限。衢州台立

足整个地区，可以对江山、衢

江、龙游、常山、开化、柯城六个

县市区进行线索摸排、先期采

访，可以找到更具典型性和代

表性的案例，属于上级媒体对

地方政府的监督；而江山只是

县级市，可以找到又适合做电

视问政的线索和案例则是少之

又少，乡镇街道、部门单位和传

媒集团又同属行政建制下的平

行单位，属于同级监督，难度

更大。

2. 采访力量不足。地市台

人多队伍强，可以多路出击、分

头采访；而县级台人手不足，要

在原本做日常新闻就捉襟见肘

的情况下，抽调人员组织问政

采访，可谓难上加难，尤其是采

访队伍还不稳定，相关采访经

验更是严重不足。

3. 可调用资源匮乏。地市

台背靠市级各部门，可以获得

全市面上的数据，这对于采访、

视频制作，甚至后期现场问政

都有帮助；而江山很多部门单

位本身就可能是被问政对象，

要他们提供资料自证“家丑”，

显然不太可能。更何况一个县

人口少，是“熟人”社会，资料问

多了难保不引起被问政对象的

警觉。

因此，面对诸多困难，想要

做好问政视频短片，就要付出

加倍的努力和辛劳。

一、周密的前期准备

（一）为何做？

衢州市委书记徐文光在衢

州首期电视问政节目录制现场

说得很明白，“政府要给人民群

众提供一个参政的渠道、问政

的平台，只有当人民群众参与

进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懈

怠；而开办电视问政节目，根本

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发现问题、

曝光问题、解决问题。”这同时

也是制作电视问政节目团队的

职责与使命，需要我们采编人

员不断自问并始终牢记，只有

时常自省，才能在后续的采编

工作中坚守主旨，不偏方向。

（二）如何做？

制作视频短片，首先就要

“破题”。拿到问政主题后，需

要思考市委市政府为何要出这

道题，其用意、目的是什么？同

时，认真学习有关选题的相关

文件、背景和政策精神，结合已

有资料，分析拿捏采访问题及

基本走向。

以江山电视问政第三期《小

城镇环境综合整治》为例，在选

题研判时，主创人员就集体学

习了《浙江省小城镇环境综合

整治行动考核验收办法》《衢州

整治办督查通报》《江山市小城

镇环境综合整治行动 2018年度

工作总结和 2019 年度工作思

路》《全市 2018年集镇村脏、乱、

差网上投诉件》以及江山全市

19 个乡镇、集镇小城镇环境综

合整治设计方案等 30 多个文

件，对照考核验收办法，分析设

计方案；同时结合网上投诉件

及工作总结中提到的问题，确

定采访思路和方式：六名记者

分三组，按东北线、西北线、南

线对沿途各乡镇进行暗访，重

点对已完成整治通过验收的乡

镇进行“复查”，寻找长效管理

上的缺位、设计方案中的不合

理之处；对还在整治的乡镇，则

摸排久未完工的工程中是否存

在镇村工作不到位的情况。

二、灵活的现场采访

（一）拍什么？

到了现场，首先去哪里？拍

什么？问什么？这是记者首先

要解决的问题。如果有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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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直奔现场；如果没有目标，

那就通过既有材料、村民和镇

村干部，直接在现场“挖掘”

线索。

还是以江山电视问政第三

期《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为

例：在采访中，我们西北线的记

者原本也是没有具体目标的，

当采访车到达坛石镇的集镇

时，就对照坛石镇小城镇环境

综合整治设计方案上的项目，

逐一走访，马上就发现了问题

目标：一座排水不畅、设施不

全、草坪不平的足球场。

又譬如第四期问政视频短

片《党建治理大花园》，我们在

前期准备时，发现长台镇华峰

村存在农房整治工作进度滞后

等问题，便派出两组记者前往

采访。在华峰村下徐自然村，

一组记者在村民的带领下，采

访到了一个未完工的自来水工

程，村民私自喂养生猪，党员联

户不到位等体现村庄失管、基

层党组织战斗力不强的问题；

另一组记者在采访中遇到了热

情的镇村干部，他们始终跟随着

记者，介绍镇村取得的相关工作

成绩。在聊天中，镇里的驻村干

部提到华峰村涉及江山市的重

点项目“最江南”还有一户没有

完成土地流转，而且时间上已经

拖了很多年。一听到这个情况，

记者感觉重点项目推进慢的背

后原因说不定可以挖一挖，便让

镇干部带路去这户毛姓村民家。

经过采访，记者了解到一个重要

线索，该户村民的儿子是党员！

于是，新的采访思路也浮出水

面：共产党员户成了重点项目

工作中的“钉子户”，这个选题

正好可以纳入“党建治理大花

园”的主题范围。

（二）问什么？

在确定了采访方向后，就可

以放手展开采访，向涉及到相

关问题的普通群众、工程施工

方等等群体提问，最后再向镇

村等负有管理责任的单位提

问。具体的提问方式有如下

几种：

①重复问。同一个问题问

村民，问村干部，问镇干部，问

主管部门，如果真有问题那多

问几次就会问出有出入的地

方，这些就是我们的突破口，暴

露出责任单位工作没到位的

问题。

②复杂问。把简单的问题

“复杂化”，对重点的几个问题

问深、问细、问透，就会问出工

作漏洞。

③刨根究底问。村书记镇

干部都是“老江湖”，有时回答问

题会模棱两可，因此，当他们回

答“基本上”“大概”“差不多”的

时候,要马上追问“数据到底是

多少？”“你对这个不清楚吗？”,
有时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三、适时的微调完善

（一）方向对不对？

在电视问政视频短片文稿

定稿前，主创团队每天都是白

天采访，晚上开碰头会，及时交

流采访情况，梳理已获线索，根

据问政主题，适时微调采访方

向和策略，避免在不必要的枝

节上浪费人力和时间。

如第四期问政视频短片《党

建治理大花园》，最初计划是张

村乡秀峰村的危旧房问题和凤

林镇的拆后利用问题合做一条

短片，长台镇的农房整治进度

滞后问题单做一条短片。后因

时间节点已过，凤林镇的问题

点不够典型，长台镇出现党员

“钉子户”问题，主创团队及时

改变思路，确定张村乡的危旧

房问题单做一条短片，长台镇

党员“钉子户”问题与虎山、双

塔两街道城郊安置小区党员乱

搭乱建问题合为一条短片，两

条片子的主题分别是：张村乡

秀峰村党支部农房整治工作不

力，长台镇、虎山街道、双塔街

道党员管理不到位。两条短片

的思路从管物到管人，有一个

递进的关系，播后取得了意想

不到的效果。

（二）有没有补充？

现场采访，一般都是同期

声，但为了凸显问题的严重性，

让短片更加精彩，就要充分利用

可以获得的各种数据，通过数据

分析，发现问题、暴露问题。

同样是第四期问政视频短

片《党建治理大花园》，长台镇

的农房整治进度滞后问题，我

们通过分析 6月 19日江山市农

房整治农村风貌提升攻坚行

动，动员会前后华峰村农房整

治的摸排、拆除数据，发现动员

会后，华峰村旱厕的摸排、拆除

数量突然增大，同时，横向对比

同个镇的其他村，发现华峰村

的总体进度靠后，这也可以从

一个侧面反映出华峰村党组织

战斗力弱，与党建“三个用来”

的要求不符。

综上所述，电视问政视频短

片采编工作时间短、要求高、责

任重，要求记者有较高的政治

站位，较强的综合素养及采编

功底，这些都在于平时一点一

滴的用心积累，得益于每次遇

到问题善于思考，敢于“较真”，

并养成独立思考的好习惯。

（作者单位：江山传媒集团

电视节目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