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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技术颠覆了传统的传播

学研究成果，为我们带来了全新

的传播学研究环境。以往在传统

媒体环境下提出的许多传播学理

论，在网络这一新技术下，也应

与时俱进。互联网传播环境下办

好民生类监督栏目应更加注重传

播规律，从自身品牌建设、拓展

新兴传播途径等方面提升竞争力

和影响力。同时，还要注意以下

四点。

一、注重深度挖掘，打造一

支互联网环境下的采编团队

在移动互联时代，人们通过

移动终端就可以从网络中获取自

己所关注的新闻信息。网络传播

环境下，传统媒体垄断地位被打

破，新兴媒体快速发展，这就对

新闻采编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

培养一支“一专多能”的新闻采

编队伍。“一专”指的是日常的

新闻采写要专业，不能流于表

面，要真正地从受众、用户的角

度出发，挖掘新闻本质。不管传

播环境发生什么变化，始终坚持

内容为王，这就需要记者练好基

本功。“多能”指的是互联网环

境下的多种新兴传播途径的应

用。以往广播的记者可能完成声音部分的制作，

就算完成了一档节目。而现在，往往需要记者

在完成线上节目的同时，也做好新媒体消息方

面的发布。比如较为常规的微博、微信，必要

的时刻还要开启现场直播连线。这就要求记者

掌握新媒体的传播规律，在融合传播的道路上

不断探索。

二、强化品牌 IP，塑造具有互联网属性的

节目形态

卢梭曾经说过：“理智不是答案。品牌是关

于感情和情感的。它是我们作为人的‘本性’。

品牌的魅力在于能够摆脱理智的束缚。相信你

的本能和你的心——不要低估联合人们重要情

感的价值的力量。”关于民生品牌的打造，民生

资讯广播 FM99.6 《民生新干线》

节目就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

当时的主持人叶峰带领他的团队

开创了民生类的监督栏目，以百

姓视角、民众语言，关注社会民

生热点，嫁接政府与百姓的桥

梁。这档节目的前身是中国新闻

名专栏 《浙江第一线》。随着传

播环境发生变化，节目也在不断

迭代适应互联网传播的特性。原

先广播节目只能通过单一的电

话、短信进行互动，交互感不

强，操作麻烦且枯燥。随着网络

的不断发展，许多聊天工具都可

以进行即时文字聊天，同时也可

以进行即时音频、视频聊天。所

以节目开辟了即时的语音互动，

增加了官方微信推送，很好地满

足了听众在有限的节目时间里，

以及线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愿望，

也让节目有了更广阔的传播路

径。民生品牌不仅仅在电波中传

递，更在互联网上生根发芽。

三、避免同质化，减少报道

内容平庸化

网络、微博、微信等电子通

讯平台的普及，不仅仅是加速了

传统媒体新闻传播的速度，也使

人们获得各类新闻信息的渠道更加广泛，选择

权更大。面对当下围绕同一主题、同一事件的

新闻，同质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众多新闻都有

似曾相识的感觉，新媒体想要抓住受众的注意

力也愈加困难。而新闻一旦丧失个性鲜明的魅

力，其传播力、影响力自然会大打折扣。如何

避免同质化、平庸化，其实无外乎“走心”。

新闻采编人员需要持续转作风改文风，俯下

身、沉下心，察实情、说实话、动真情，这样

才 能 推 出 更 多 有 思 想 、 有 温 度 、 有 品 质 的

作品。

互联网传播时代，各种工具让效率提升，

很多时候媒体间的竞争还仅仅只是在速度上。

这样说并不是要忽略速度，而是要在兼顾速度

采编经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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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质量的前提下，真正深入基层，这样才能更

好地了解群众的所想所愿，也才能做出有温度

的民生节目。

四、加强新闻把关，凸显主流媒体公信力

德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库尔特·卢因在

《群体生活的渠道》 一文中提出，“在群体传播

过程中存在着一些把关人,只有符合群体规范或

把关人价值标准的信息内容才能进入传播的渠

道。”把关人是指在新闻采访与写作的过程中对

新闻事件进行筛除、过滤与选择的人，履行这

一任务的主要是记者或编辑。网络环境使把关

人权力进行部分转移，颠覆了传统媒体环境下

记者或编辑的把关人地位。网民通过网络这一

新平台新环境可以自主选择、自愿发表自己的

意见、观点、看法等，网民也可以履行部分把

关人的任务。

上述种种要求民生类监督节目在制定选题

的时候就要加强预判，关注民生热点和老百

姓的痛点。在做好详实的采访之后，厘清事

情脉络，抽丝剥茧，找到问题关键展开舆论

监督，推动事情向善发展，社会向前进步。

互联网传播环境下，传统媒体的垄断优势不

复存在，但是公信力成为了核心竞争力之一。

要想做好民生类监督栏目，只有发挥媒体优

势，不断加强新闻内在的品质培育，才能打

造精品爆款，树立品牌形象，也才能持续繁

荣与发展。

（作者单位：浙江电台音乐调频）

求剑锋

文化导向文化导向、、技术逻辑与类型拓展技术逻辑与类型拓展：：
中国纪录片近年发展透视中国纪录片近年发展透视

摘要：近年来，中国纪录片发展在总体上

呼应时代需求，契合社会热点，勾画出一幅反

映社会变迁和纪录片自身发展的整体图景。文

化导向、技术逻辑与类型拓展构成中国纪录片

发展的三个面向。从文化导向来说，纪录片既

是建构文化认同的重要影像力量，也是承载文

化记忆和推动跨文化传播的关键文本；从技术

层面而言，VR技术的成熟和应用促成了新的纪

录片美学的生成，同时也在客观上促进了纪录

片产业的升级；从类型出发，动画纪录片、诗

意纪录片和微纪录片的流行，为纪录片理论研

究和实践探索提供了更多文本支撑。

关键词：文化导向 技术逻辑 类型拓展

中国纪录片

中国纪录片在新中国成立的 70 年里，一直

以在场者的身姿和参与者的身份深度介入到中

国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对于中国纪录片创作和

理论研究而言，近几年的纪录片创作实践和理

论探索都极具时代风格，契合时代风貌，呼应

社会发展，纪录片的影像力量被进一步激活。

中国传统文化释放出的强大活力继续助力纪录

片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新技术在纪录片领域

的渗透为纪录片研究和实践增加了新的维度，

而纪录片本体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之后迎来了显

著的类型拓展。

一、纪录片的文化导向引领理论探究

中国深厚的文化根基既是纪录片创作取之

不竭的资源，也是纪录片研究的理论参照。可

以说，纪录片本身是一种文化文本，而对纪录

片文本的研究是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面向。以

《如果国宝会说话》和《风味人间》等为代表的

纪录杂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