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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群

县级电视台开办
纠纷调解类栏目的实践与思考

——以义乌电视台《娘舅来了》为例

秤赚不来钱。
唐云：所以你们家有这样的

传统。
店老板：对，我应该是曾祖

父开始做这个，然后我爷爷，我
爸爸，到我爸爸的手里是第三
代，我是不做这个了，我也做不
来，跟我同辈的我所有兄弟都
不会做这种秤，就是到我爸爸
这代为止了。

唐云：这是家里的一个传
统，你一定要学，你还这么年
轻，你完全有时间在家里练一
练多好。还是有用，这是一个
城市的记忆，买卖吧，市场，是
非常有价值的。

店老板：这个活儿肯定会断
掉的，传不下去的，因为没人会去

做这个，这种是淘汰的东西……
唐云：可是也是一种记忆，

一代一代人，真的，你们家里的
一种宝贝吧，应该考虑考虑，真
的努力一下吧……

四、节目创优，选对门类
《记者郑雪君》风格硬朗，符

合新闻类社教专题“带有一定
新闻性的知识性、专业性、服务
性专题作品”的要求，这期节目
一开始就是目标明确地安放在
社教专题上；可是《吾是唐云》
一开始送评的时候是有点无头
苍蝇的，起先想送“文学专题”，
可是文学作品赏析在这期节目
中是没有的，唐云的《温州与海
上丝绸之路》尚未出版发行；之
后，又想过送“社教专题”，可是

偏文艺的叙述风格，放在新闻
类节目中感觉有点蔫蔫地。温
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总编室虞
鹤鸣主任慧眼识珠，指点节目
不妨走“外宣专题”渠道，节目
得以送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全景中国》播出。

融媒体时代，传统广播专
题节目的优势受到弱化，为
此，广播应认清形势，顺应时
代发展，善于挖掘出大情怀和
正能量的好故事。广播从业者
应当极力放大这些故事，提升
节目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做出
优秀的广播专题，将广播优势
传承下去。

（作者单位：温州广播电视
传媒集团）

摘要：民生新闻栏目经常收
到纠纷类新闻线索，如何化解
纠纷？义乌电视台专门开办

《娘舅来了》纠纷调解栏目，收
视和社会效益双丰收。本人以

《娘舅来了》为例分析县级电视
台在开办纠纷调解类栏目方面
的实践，提出自己的思考。

关键词：纠纷调解 服务理
念 社会和谐

2018 年 3 月 19 日，义乌市
广播电视台联合义乌市司法局
推出了纠纷调解类栏目《娘舅
来了》。该栏目专门聘请社会
调解员帮忙调解百姓各类纠
纷，包括邻里纠纷、家庭财产和
赡养纠纷、消费纠纷、劳资纠
纷、治安纠纷等，每期 10分钟，

每周 7 期，实现日播。《娘舅来
了》栏目开播一年多来，调解成
功率在 98% 以上，成为一档化
解社会、家庭矛盾，维护社会和
谐的品牌公益节目，深受观众
喜爱，收视一路飚红，开播当月
收视份额达到 28.5%，目前收视
份额达 36.7%，成为义乌电视台
继《同年哥讲新闻》栏目之后第
二个高收视的品牌栏目。

县级电视台开办纠纷调解
类节目有哪些优势？能带来哪
些社会效应？怎样才能办好纠
纷调解节目？我们结合《娘舅
来了》栏目运行实践作一探析。

一、顺应百姓需求 栏目应
运而生

《同年哥讲新闻》栏目是义
乌电视台收视最高的一档方言

类民生新闻栏目。在日常接到
的新闻线索中，占比最多的是各
类百姓纠纷，有些长期得不到解
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而单纯
靠记者采访报道，只是披露问
题，很难解决纠纷矛盾。纠纷求
助线索多，这是县级电视台的地
缘接近性优势，也是开办纠纷调
解栏目的社会需求所在。早在
2016年 9月，义乌电视台在《同
年哥讲新闻》栏目中开设了调解
纠纷的专栏《娘舅来了》，不定期
播出调解类新闻，受到观众欢
迎，到2018年3月《娘舅来了》开
设为独立栏目。《娘舅来了》栏目
独立开播后，影响不断扩大，百
姓求助不断增多，一年多来成功
调解各类纠纷 360多起，避免了
许多矛盾激化，为维护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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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突出服务理念 选好纠

纷调解员
作为纠纷调解栏目，《娘舅

来了》栏目定位突出服务性，以帮
助百姓调解纠纷、化解矛盾为第
一宗旨。我们公布了栏目热线
85360000 和 微 信 公 众 号
YW85360000，并结合“同年哥文
化礼堂送清凉”等活动进农村社
区收集求助线索。办好纠纷调
解栏目的关键是提高调解成功
率取信于民。求助我们栏目调
解的纠纷，往往有一定难度，甚
至潜伏着矛盾激化引起冲突风
险。担任老娘舅的调解员，既要
有司法调解经验，又要有爱心、诚
心和耐心。所以，我们栏目与义
乌市司法局合作，选择有经验的
司法调解员作为栏目“老娘舅”，
与栏目制片人、骨干编导组成便
民服务岗，协调工作难点，交流调
解业务心得，从“情、理、法”三方
面展开调解，提升调解成功率。

司法调解员本身在工作一
线，接触各类纠纷调处案例，他
们加入栏目，也丰富了采访案例
线索。像其中的一位调解员龚
景永，从事司法调解 20多年，又
热心公益，是义乌市委宣传部评
选出的感动义乌人物之一。他
参与我们节目，是把调解作为公
益事业来做的，调解中不厌其
烦，以最大的诚心和耐心力求化
解矛盾。比如 2017 年冬至，义
乌市江东街道金村的朱天寿，因
为移坟的事情与他的堂兄弟朱
林东发生争吵，朱天寿怀里藏刀
要杀了堂兄。龚景永立即赶到
现场调解。原来因双江湖规划，
朱天寿爷爷的坟墓需要搬迁，而
堂兄朱东林没有打招呼，擅自把
他爷爷的尸骨挪走了。而此前
几年，朱东林父亲还曾在坟墓中
放了茅草，朱天寿怀疑这几年家
里运气变差就是堂兄家捣鬼。
调解中龚景永发现，堂兄朱东林

是好心帮朱天寿搬了他爷爷尸
骨，并愿意道歉并归还尸骨。龚
景永从兄弟情义出发，动之以
情，晓之以理劝导双方，最终兄
弟握手言和，一场可能导致流血
的矛盾纠纷得以化解。

三、挖掘冲突背后的故事
适时引导正能量

任何一档电视节目，首先要
观众认可，观众爱看加上导向
正确才有存在的意义。纠纷调
解节目最吸引观众的是纠纷中
存在的故事，所以调解和采访
中要充分展现当事双方的矛盾
冲突，挖掘引起冲突背后的故
事，双方的争执正是他们说理
辩论的过程，调解员以理服人
才能促进调解成功。比如，在
义乌打工的江西人小邵和小
毛，是一对已订婚的准夫妻，可
是两人拌嘴之后，还动手打架
闹着要分手。接到求助后，编
导和调解员抓住双方的矛盾冲
突分析利弊，既有故事又不过
多揭露男女隐私，动之以情晓
之以理，最终把这对准夫妻的
心结打开，让两人重归于好。

调解过程中，对那些不顾及
亲情争夺财产的纠纷、子女不赡
养老人的纠纷、违反诚信的消费
纠纷等，编导和调解员要给予当
事人批评教育，编辑还可以配发
评论，通过节目播出，弘扬正气，
鞭策不良风气，起到媒体引导社
会风气的积极作用。

四、注意隐私保护，消除当
事双方顾虑

纠纷调解类节目采制的一
个难点是，当事双方或一方顾
虑面子问题或担心隐私曝光不
愿意上电视。《娘舅来了》栏目
在纠纷调解的采编过程中，坚
持弘扬社会公德，不猎奇、不过
度曝光隐私的原则，尤其是对
于夫妻婚姻纠纷、男女情感纠
纷等，采取侧面或背面不露脸
拍摄、马赛克处理、不报道全名

等隐私保护方式，注重化解矛
盾为重，消除当事人顾虑。比
如，大陈镇义北村一对 90 后小
夫妻结婚半年闹分手，双方指
责对方出轨，还有聘礼和嫁妆
纠缠不清，吵到打架的地步，女
方找到我们栏目求助。经了解
双方其实并没办过婚姻登记，
只是经媒人介绍就按照风俗办
了婚宴。双方虽然希望调解但
男方不愿面对电视。经过编导
和调解员开导，双方同意采取不
报全名、不露脸采访的方式接受
调解。在采访过程中，调解员和
编导没有多度渲染出轨隐私，而
是从生活习惯、性格脾气方面
引导年轻人正确对待婚姻感情
生活，最终双方确实缺乏感情
基础，选择和平分手各自面对
新生活，避免了矛盾升级。

五、注重现场调解，发挥电
视优势

电视最大的优势是直观展
示现场。《娘舅来了》栏目纠纷
调解没有设置固定演播室或者
背景，而是根据纠纷实际案例，
比如建房纠纷、房屋拆迁纠纷、
工伤纠纷、父母赡养纠纷、财产
纠纷等等，由编导和调解员召
集调解双方尽量到纠纷现场调
解。现场调解使电视画面更生
动，纪实拍摄手法有助于观众更
直观地了解案情，并可借助现场
其他人员进行旁证或评论，让纠
纷调解过程更鲜活生动。比如，
义乌市义亭镇青肃村村民朱根
明家建房遭到邻居刘金法家阻
拦，矛盾焦点是朱根明家新房有
一米挑梁影响刘金法家采光。
现场调解时，摄像机拍摄的几
个画面就直观展现了挑梁方位
和影响采光的可能。调解员现
场丈量很快拿出折中解决方
案，纠纷很快得到化解，观众容
易理解纠纷的是非曲直，栏目
的可看性也得到了增强。

六、以案说法让观众增长法

节目评介





TELEVISION

B
R
O
A
D
C
A
S
T

T
E
L
E
V
IS
IO

N

视听纵横 2019·4…………
…
…

▲

刘 徽

从《赶市》看政论片政论片政论片政论片政论片政论片政论片政论片政论片政论片政论片政论片政论片政论片政论片政论片政论片政论片政论片政论片政论片政论片政论片政论片政论片政论片政论片政论片政论片政论片政论片政论片如何“传情”

律知识
《娘舅来了》作为调解纠纷

节目，大多从情理角度出发，协
商方式解决纠纷，而不是法律
判决。但实际上每个纠纷就是
一个案例，都包含相关法律知
识。为此，栏目组针对观众容
易误解、必须澄清法律关系的
相关纠纷案例，用现场连线的
方式让律师讲解相关法律知
识，或在后期节目编辑中加入
相关法律解释，做到以案说法，
满足观众普及法律知识的需
求，也有利于提升整个社会的

法制意识。比如，稠江街道新
村村民龚某向母亲索要土地征
用款，母亲不但不给，还怪他不
赡养。调解员调解这个纠纷
时，和律师连线宣讲了母亲依
法有权自己处置征用款的观
点，同时批评了儿子龚某不赡
养父母的错误认识，宣讲了儿
子有赡养父母的法律义务。

从《娘舅来了》栏目运行来
看，县级电视台开设纠纷调解
类节目是一种多赢选择。从电
视媒体角度看，纠纷调解类节
目更具故事性、可看性、服务

性，可以发挥县级台地缘优势，
本土化的节目大大增强观众粘
性。从百姓角度看，有地方电
视台这个权威的第三方介入纠
纷调处，面向当地观众播出调
处经过，对于当事双方更有公
正度、可信度，这样解决纠纷比
上法院更快捷方便。从政府部
门角度，媒体发挥舆论引导作
用协助司法部门解决百姓纠
纷，有效化解了一些社会和家
庭矛盾，也更有利于维护社会
和谐稳定。
（作者单位：义乌市广播电视台）

宁波广电集团继 2017年推
出政论片《潮涌东方》之后，
2018 年再次打造政论记录片
《改革开放：宁波再出发》。其
中，《潮涌东方》获得了浙江新
闻奖重大主题报道一等奖。《改
革开放：宁波再出发》获得宁波
新闻奖重大主题报道一等奖。
政论片涉及的主题和题材必然
较为宏大，如何把节目做得好
看，在回顾历史、交代背景、挖掘
意义的同时，还要讲情、传情、共
情，让内容生动感人，使观众产
生共鸣，从而实现真正有效的传
播。本文以《改革开放：宁波再
出发》第二集《赶市》为例，来探
讨政论片如何“传情”。

一、从表现传递普通百姓的
朴素情感入手，引发观众的
共鸣。

《赶市》要展示四十年来宁
波经济发展走过的辉煌历程，
总结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主
题和题材不可谓不宏大，这样
的节目如何开篇？在切入主题
的同时，又能打动观众，是颇费
周折的。

《赶市》开篇讲述的第一个
人物陈钧定，是普通人，也是改
革开放的亲历者。40 多年前，
从父亲那里学会理发手艺的陈
钧定，从收音机听到一则新闻，
广州开始允许老百姓申请个体
工商户，让他心头一亮。他马
上向宁波的工商部门提出了申
请，遭到拒绝。心有不甘的陈
钧定鼓起勇气，向远在北京的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写了封
信，想问个究竟，竟然得到了总
局的回信。

他是宁波第一个申请个体
工商户营业执照的理发师。40
年过去，陈钧定并没有成为什么
富豪，依旧还坚守在他那小小的
理发店里。在画面上，他小小门
面的理发店，简朴的衣着，不太
标准的普通话，都反映了他作为
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宁波的经
济改革和发展，正是有了无数像
陈均定这样的普通劳动者的参
与，才有了涓涓细流汇成大海的
辉煌。这个普通人的创业故事，
在《赶市》中大放异彩，让人印象
深刻，自带魅力流量。

陈钧定身上，有着最为朴实
的梦想：勤劳致富，过上好日
子。这种普通人身上朴素而美
好的愿望，是每一个人共通的
情感。这样的情感，更容易打
动人，让观众产生共鸣。把陈
钧定的故事放在开头，原本高
大上的政论片立刻给人一种放
低了身段的感觉，拉近了与普
通百姓的距离，变得亲切动人。

这样的创作理念与叙述手
法，从一开始就奠定了全集的
基调，贴近观众，生动可感，打
动人心。

二、挖掘传递成功人士身上
的人情味，引发观众的认同感。

《赶市》第二个出场的人物
是雅戈尔集团的董事长李如
成。李如成和雅戈尔的创业传
奇，宁波人耳熟能详。这种家
喻户晓的传奇人物的创业故
事，如何做出新意？如何展示
他富有人情味的一面？

在片中亮相时，李如成还是
刚刚回乡的知青，还是乡镇企
业——青春服装厂的厂长。那
段创业岁月，留给李如成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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