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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度浙江省广播电视公益广告扶持项目广播作品综述

2021 年度浙江省广播电视公益广告扶持项

目征集评选活动于 10 月 21 日在杭举行。此次

公益广告扶持项目评选，各市县广播电视台、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和部分社会组织共选送广播

作品 105 部，分别评出年度电视、广播公益广

告一类、二类、三类扶持作品各 5、7、10 件，

共计22件。

从评选情况看，今年我省广播参评作品数

量再创新高，作品质量有所提升。作品题材广

泛。其中既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党 100

周年、乡村振兴、碳中和、数字化改革、传统

文化等宏大主题，也有日常防疫、节约用水、

垃圾分类、孩子教育、安全驾驶、防范电信诈

骗等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主题，涵盖了日

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作品的表现形式多样。在

广播作品方面，报选作品形式多样，类别丰富，

不仅有广播剧、快板、相声、演播，还有年轻

人喜欢的嘻哈风格的音乐形式的作品，反映出

公益广告创作者以受众为中心的创作理念，以

及专业媒体人的艺术高度。

一、主要特点

（一） 传播文明理念，引领时代新风，贴近

群众、贴近实际、贴近生活

从送评情况看，大部分广播公益广告都能

紧扣时代脉搏，围绕精神文明建设和国家宣传

需求展开。每一年的公益广告创作主题既有延

续，也有创新。一类扶持项目、丽水市广播电

视台报送的 《我们的 100》 采取大主题、小切

口的创作方法，把建党 100 周年的宏大叙事，

通过师生课堂的情境，将孩子考试 100 分、实

现小康百年奋斗目标，火星任务探测器百分之

一百成功发射等与“100”相关的事实巧妙串

联起来，传达出国家繁荣昌盛与我们每个人都

息息相关这个主题。在创意、叙事、制作方面

都有新的突破，在主题主线的宣传方面具有借

鉴意义。《书赞碳中和》和《数字化改革》的作

品由浙江电台城市之声报送。前者将碳中和的

理念与特点，经由评书这一耳熟能详的艺术形

式得以戏剧化呈现，让人听完之后仍然意犹未

尽；后者则将浙江省的数字化改革与中国人使

用数字的历史加以结合，将数字化赋能乡村振

兴的过程深入浅出地娓娓道来。整体来看，无

论从选题、创意还是表现形式，都不愧是宏大

主题创作与时代精神展现的优秀之作。浙江电

台交通之声报送的 《三星堆与良渚的跨时空对

话 ——让文物活起来》准确抓住了浙江省打造

新时代文化高地的战略举措。作品通过两件玉

琮的拟人化对话，将中华文化的悠久历史与丰

富样态展现出来。后半段孩子的参观与提问，

又巧妙地引出了文物活起来的主题。德清县广

播电视台选送的 《别让“拒收现金”成为老年

人付款的障碍》 与时代紧密相关，将视角投向

数字时代老年人群体的生活困境，贴近时代

主题。

（二） 基于地区的地理禀赋和文化历史资

源，与公益主题巧妙勾连，突出浙江特色

不同地区报送的节目也有自身的地域特色。

如果放到全国的公益广告扶持评选中，最大的

优势往往来自于对自身资源的挖掘和利用。如

台州市广播电视台报送的 《休渔期保护幼鱼宣

传》，作品基于台州的地域特色，聚焦休渔期保

护幼鱼的主题，采用拟人化的方式表述。开篇

第一句“我是一条东海黄鱼”，一下子将听众代

入到情境中。单口相声的表现手法，起承转折，

让听众的情绪也跟着起伏波动。嘉兴市广播电

视台报送的 《红船在提问》 基于嘉兴南湖的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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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文化资源，作品立意巧妙，将红船精神的宏

大主题，用母子之间的对话加以表现。红船精

神在今天依然在照亮青年人前行的方向。湖州

市广播电视台的 《河湖中看见美丽中国》 突出

湖州特色，采用叙述性独白引出湖州“五水共

治”的历程，并且通过鱼跃声、流水声、欢笑

声等，文案与音响配合，将绿水青山的画面虚

构在听众的脑海中，引导听众想象并理解“河

湖中看见美丽中国”的主题。

（三） 充分挖掘公益广告的特点，恰当运用

各类修辞手法，在创意表现力方面有明显提升

广播公益广告的表达方式比较单一，需要

充分运用人声、音乐、音响等元素，也需要充

分运用修辞手法来吸引听众的注意力。杭州市

广播电视台选送的 《记得“戴”上》，巧妙地

对“带”与“戴”的同音进行创意。作品从头

到尾没有一点多余，并且运用了容易理解的口

语对话形式，用列车的铃声来交代人物对话的

环境，出差携带文件，以及新姑爷去岳父家带

礼物，与戴口罩的提醒非常自然地融合在一

起。《交替通行》 运用了排比的手法。从“这

是一副牌”出发，引出“这是一条路”，主题

集中，论说清楚，有理有据，情理交融，既有

对交替通行者的情感鼓励，也有一分钟堵车可

能带来的理性陈述。《孩子的镜子》 第一时间

用人声的表现力，营造了一对父子相处的情

境：一种情境是爸爸对孩子说，你去看书，我

要玩手机；另一种情境是爸爸和你一起看看

书，对比产生了强烈的情感效果。永嘉县广播

电视台的 《嘘！开会啦》 和绍兴市广播电视台

的 《谨防溺水歌》 分别用拟人和音乐的方式，

声情并茂，有着很强的感染力，让人听完之后

留下深刻的印象。

（四） 在表达创意的同时，也在长期视野下

打造节目“人设”，运用 IP思维进行创作

为了吸引稳定的受众群体，广播节目往往

针对特定对象形成稳定的电台主持人，甚至是

虚拟的广播人物。公益广告文案创作中也可以

借鉴这一思维，将短期的传播创意与长期的人

物打造相结合，用人物来反哺创意。《老人跌倒

扶不扶》 由舟山市广播电视台报送，开篇的设

问句吸引了听众的注意力，紧接着情景化的人

物对话更是给听众营造了一个具体的情境。

FM97 电台主持人七哥与九妹之间的对话，对

民法典相关的内容要点做了生动的解释。《“舒

北北和舒圆圆的公益广告时间”交通安全系列

之言传身教》 是两集系列作品，由衢州市广播

电视台报送。该作品通过舒北北和舒圆圆这对

姐弟之间的对话，从孩子们的视角宣传了交通

安全系列这一主题，将言传身教的理念融入其

中，形式活泼，生动有趣，使人忍不住想再听

一遍。与之前的 《舒北北和舒爸爸的公益广告

时间》 等系列作品一起，成为了公益广告作品

中的一道亮丽风景，成功将“IP”思维运用到

了公益广告创作领域。

（五） 老主题，新创作，善用现代眼光重新

阐释主题，在形式上给人以新的冲击

《节约用水》由宁波广电集团报送。这本是

一个“有历史”的传统的主题，公益广告最早

的起点即是贵阳电视台在1986年所作的《节约

用水》 的广告。这则作品从“点滴用水”的日

常出发，将我们日常忽视“点滴”有可能带来

的结果，用一系列的数字加以呈现，带来耳目

一新的效果，水到渠成，让听众“耳”服心服。

这种对“老主题”再创新的手法对于公益广告

创作有诸多的启示意义。温州市广播电视台选

送的 《高空抛物，害人害已》 用三段层层递进

的方式将情绪推到高潮，你扔的不是垃圾，是

文明，是安全，是生命，让人感受到足够的冲

击力。永康市广播电视台选送的《常回家看看》

聚焦日常生活的微小场景，充分使用人物间的

对话等擅长表现情感与情绪的形式，将听众带

进广告文案所营造的情景和氛围当中。北仑区

广播电视台选送的 《拒绝酒驾，平安回家》 采

用了恐惧诉求的方式，直接作用到人的行动上。

假如对酒驾有侥幸心理的人听到这样的公益广

告，很可能就会直接放弃侥幸的念头。

二、存在的不足

（一） 在报送节目形态上，部分作品偏离了

公益广播广告的主题，对广播广告的基本特性

认识欠缺

部分公益广告的作品直接以城市宣传片的

形式加以呈现，或者是对既有人物采访的素材

进行粗剪，更像是人物访谈节目，或政论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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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作品单个时长就有两分多钟，在碎片化的

今天，受众很难全神贯注地听完整个作品。这

也会极大地影响传播效果。广播媒体虽然制作

简单，但具有非持久性和非专注性等特点，广

播的听众往往一边从事其他活动，一边收听节

目。一则优秀的公益广告，不仅要具备一般意

义广告的一些基本特点，还要有公益广告自身

的诸多要求，体现在思想性、艺术性、人情味、

针对性、社会性、倡导性等诸多方面。这需要

考虑主题、创意、制作、说服效果等多方要素。

（二） 在主题呈现上，有些作品对当下的精

神文明建设和时代脉搏把握不够

“主题先行”是公益广告创作的第一要务。

思想性是公益广告优秀与否的重要标准。部分

作品在选题时，缺乏对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了

解，题材往往过于老化，缺乏对所在地域特色

主题的挖掘，也疏忽了对时代主题的观察与提

炼。如何更好地跟上时代步伐，需要公益广告

创作者在创作之初，对时代和地域的时空要素

进行更多地思考和体会。

（三） 在表现手法上，部分公益广告的表现

形式和表达手法比较单一，创意方面略显不足

如果说公益广告是当下微时代社会沟通的

大手段，那么，公益广告的创作也是一个需要

不断思考、钻研和优化的重要领域。在所有的

105 部广播作品中，虽然在参赛地域、主题类

别、思想导向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但是从

整体来看，公益广告的创作水平依然存在一些

缺憾，部分作品并没有注意到广播的口语特征，

而直接将书面语的内容念出来，忽视了口语独

有的规律和特点。有些作品在 60 秒的叙事中，

将主题隐含在后半部分，这就使得听众在前半

部分会“一头雾水”，稍有走神，就难以抓住广

告的主题。还有的广告用“谐音梗”，也会带来

一些预料之外的误传播。

（四） 在创作思维上，个别送报作品缺乏对

主题的进一步理解，教条化、口号式呈现，停

留在单向宣传层面

当下的媒体环境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传

播正在从“听众请注意”，向“请注意听众”转

变，这需要公益广告创作更加注意到受众的接

受。一些公益广告仍然会存在带着以往的说教

口吻，而且提出的口号生硬且直白，缺乏人文

关怀和打动人心的感染力，这促使公益广告的

水准依然停留在单向宣传的水平上。有些作品

的时间长度和表达方式，说教意味很浓，听众

缺乏持续收听的动力，甚至他们在第一时间就

可以猜测出内容的结尾。这样的作品就难以有

吸引力。

三、改进与建议

公益广告作品必须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

量，贴近群众、贴近实际、贴近生活，才能够

打动人心、浸润心灵，让人们在潜移默化中受

到教育、得到提高。制作播出优秀公益广告，

既能黄钟大吕般振聋发聩，又能春风化雨般润

物无声。只有持续推进公益广告宣传，才能进

一步为弘扬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

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形成向上向善、诚

信互助、文明和谐的社会风尚，做出新的更大

贡献。

一方面，各地和各类媒体需要牢牢把握宣

传主题，进一步突出公益广告的思想道德内涵，

充分认识到公益广告工作的重要性，并以此开

展公益广告的系列工作。比如举办公益广告培

训、组织公益广告作品征集评选、开展公益广

告大赛等形式多样的扶持措施和内容丰富的活

动。通过这些活动充分激发创作者的热情和

动力。

另一方面，创作者自己也需要充分把握优

秀公益广告的标准。每个创作者不仅只是创作

者，也是日常生活中公益广告的接受者和评价

者。创作者要充分认识到优秀公益广告的标准，

把创新的理念体现在公益广告的策划制作中。

把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有机结合起来，做

到吸引人、打动人、感染人。

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地探索与改进，公益广

告就一定能发挥自身优势，成为众声喧哗舆论

场中的“定海神针”。我们期待，未来会有更多

的精品力作不断涌现，着力唱响主旋律、弘扬

真善美、传播正能量，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进军提供强大精神力量。

（作者单位分别为：浙江传媒学院、浙江省

广播电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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