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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要从丽水飞走了》等等都有

异曲同工之妙。

最后，需要强调一点的是，

作为主流媒体的微信公众号，在

标题制作上，除了追求引人眼球

以外，更重要的是要做实、做好

内容，“内容为王”永不过时。读

者订阅一个新闻微信公众号，选

择的标准之一就是公众号的影

响力和权威性，这两个特点代表

着高质量的内容。⑤所以微信公

众号推送的新闻在制作标题时

要结合内容，特别是一些时事政

治，和关系到人民群众切身利益

的敏感话题，需要格外注意，多

些真实严谨，少些夸张渲染，制

作一个既符合内容又有特色的

标题，不靠“标题党”取胜。只有

这样，我们才能不断吸引读者，

增加电视新闻微信公众号自身

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注释：

①妙所，《如何写出 10 万+
的公众号文章标题？》[Z]. https:
//www. jianshu. com / u /
15e788c6be25

②夏临，《浅阅浅谈媒体微

信公众号新闻议题选择和标题

制作原则》[J]. 媒介研究，2017

年，第1期：121
③迟昕，《主流媒体移动端

新闻标题特点研究——以<人民

日报>、央视新闻微信公众号为

例》[J]. 科技传播，2016 年，第 8
期：110

④陈丰，《微信新闻“个性

化”标题初探》[J]. 视听纵横，

2018年，第3期

⑤王琬，浅议新媒体时代新

闻“标题党”现象——以微信公

众号为例 [J]. 新闻研究导刊，

2016（10）：327.
（作者单位：丽水市广播电

视总台）

姜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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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新闻以现代电子技术

为媒介，通过画面和声音元素

向观众传递和传播信息。电视

新闻具有直观、形象和现场感

强等特点，因此深受广大观众

喜爱。随着以个性化、互动

性、多样性等为特性的新媒体

的兴起，传统电视媒体受到了

极大的挑战和冲击。新媒体和

新技术的革新，让受众对新闻

信息接收有了更多的选择权和

自由度，传播方式也由此从传

统 的 单 向 传 播 向 双 向 传 播

转变。

技术的革新带来观念和传

播方式的改变，但是这种形式

和方式上的改变，很难撼动以

内容为核心的传播本质。笔者

结合自己的一线工作经验，就

电视新闻报道内容方面的实践

与探索，为融媒体背景下更好

地进行新闻创作提供参考。

一、重大主题报道从贴近性

入手

认真组织好重大主题报道，

让人民群众充分了解党委、政

府的重大战略规划和重大政策

走向，是主流媒体的重要任务

和责无旁贷的职责。

2002 年，我国成功加入世

界贸易组织，为我国经济发展

提供了巨大机遇。经过 20多年

的改革开放，在敢为天下先和

勇立潮头的精神感召下，以民

营经济为主体的浙江经济活力

显现。但经济飞速发展的背

后，却隐含着一系列的困惑、危

机和代价。如何持续浙江的发

展优势，补齐发展中的短板？

“八八战略”适时而出。2003
年，是“十五”计划的攻坚年，也

是浙江发展的关键时期，时任

省委书记习近平，在深入调研

浙江的基础上,全面系统地总结

了浙江发展的八个优势，推出

浙江面向未来发展的八项举措

——“八八战略”，引领浙江发

展的总纲领、推进浙江各项工

作的总方略，开创了浙江发展

的新局面。①

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的

总方略，营造全省践行“八八战

略”的氛围，引导“干在实处，走

在前列”的舆论，浙江卫视新闻

中心策划推出了百集大型系列

重大主题报道《八八战略在基

层》。如何将“八八战略”生涩、

抽象的政策和战略精神，通过

电视新闻表现和呈现出来，同

时让老百姓看得到、感受得到，

是摆在浙江卫视新闻中心新闻

工作者面前的一项课题。“大主

题、小切口；大背景、小人物；大

视角、小故事”是浙江卫视新闻

中心对重大主题报道给出的解

题思路，报道也被分解为：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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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发展难题与短板、如何在

“八八战略”指引下寻找发展突

破口，以及当地一把手对未来

的展望等几个部分。

100集的报道，从一个个鲜

活的小人物、小细节、小故事入

手，通过这些人物、故事和细节

来讲述自身的故事。报道通过

一个个故事的讲述，将生涩和

抽象的政策，转化成一件件具

体可感的事。如《乐清走产业

转型升级之路》从一位一线工

人年收入入手，讲产业转型升

级给他们带来收入上的增加；

《青山绿水尝甜头 开化做好生

态文章》从钱江源头的一家农

家乐入手，述说衢州山区打好

生态这张牌，游客增多农民效

益逐年增加的事；《慈溪：大桥

优势积极融入长三角》从大桥

两旁林立的广告牌作为切入

口，讲述浙江主动融入长三角

的故事；《磐安生态产业看到美

好未来》是一朵香菇漂洋过海

远销日本的故事……

这些接地气的案例，从细小

切口入手，从不同角度、不同侧

面充分展示全省各地在经济转

型升级中出现的问题和在“八

八战略”指引下发展的新局面。

这些在“大主题”、“大背景”下

讲述的“小人物”“小故事”，从

“小事件”里见“大视角”的方向

努力，把可亲可感的场景、人

物、故事与权威高端的述评、政

论相结合，立体呈现重大战略

带给浙江经济社会的深刻变迁

和百姓生活的可喜变化。从而

印证了浙江正以“凤凰涅槃”的

勇气推进机制体制创新，调整

产业结构，利用国内外两种资

源、两个市场所呈现的“柳暗花

明”的喜人景象，科学地证明了

“八八战略”的切合浙江基层实

际，体现了重大战略在各地丰

富多彩的实践成果。

此后，卫视新闻中心策划推

出的《“十三五”回眸》《创业创

新在基层》《寻找可游泳的河》

等重大主题报道也是沿用这种

方式。这几个系列的重大主题

报道分别获得 2005 年度、2006
年度、2009 年度浙江省新闻奖

一等奖。

二、经济题材报道从可看性

入手

经济新闻是一种专业性很

强的报道，不仅专业知识强，而

且数据多、理论浓、画面单调枯

燥很难表现。如何让经济新闻

报道更“好看”？浙江卫视新闻

中心总结经济报道的经验是：

用“大跨度小表现”的手法，增

强其可看性。《浙江：“加减乘

除”精算万亿投资》就是典型的

案例。报道从好看性和可看性

入手，找到人们熟悉的“加、减、

乘、除”数学用语，通过信息提

示板+具体案例+全省面上信息

的方式来构建全篇。在信息提

示板上做足好看文章，用关键

词把报道的内容进行有机融

合，再借用“加、减、乘、除”熟

语：“加”法，增加民生投入；

“减”法，减轻企业负担；“乘”

法，财政投入撬动民间资本，以

有限的财政投入吸引了最大的

社会投资；“除”法，淘汰落后产

能。报道观点清楚，传达信息

准确，让观众一看就明白政府

投资花费在哪里，成效在哪里。

该片不仅在浙江卫视播出受好

评，还在 2008年 12月 13日央视

《新闻联播》中播出，此外获得

了 2008 年 度 浙 江 新 闻 奖 一

等奖。

“信心比黄金更重要”，这是

在 08年金融危机期间最提气的

一句话。当浙江经济在“危”和

“机”的岔路口时，为配合党和

政府的中心工作，浙江卫视新

闻中心适时策划推出了《没有

迈不过去的坎》经济系列述评。

报道从相关典型案例人手，邀

请浙江企业家宗庆后、徐冠巨、

李书福、南存辉等，就经济危机

情况下，解读他们在创业过程

中面临的问题，以及他们是如

何迈过各自的那道“坎”，进而

为当下经济困难，寻找解决问

题的办法、勇气和力量。这组

述评由《三十年,浙江经济越坎

升级、勇立潮头》《宗庆后:调整

心态 ,创出一片天》《徐冠巨 :做
事业 ,要提前十年想 ,提前五年

干》《李书福 :民企造车 ,艰难的

创新之路》《南存辉：十几年的

“官司”打造的民族品牌》等多

篇组成系列。②

《三十年，浙江经济越坎升

级、勇立潮头》是报道的开篇，

不仅有清晰呈现的浙江经济发

展历史，也有浙江发展遇到的

困境，以及在困境中浙江人是

如何跨越的相关信息，如武林

广场温州鞋被火烧、柳市低压

电器的困局等资料画面。同

时，由于评论类新闻强调解说

词的作用，画面起到辅助功能。

如何既能有效传递信息，又不

落入视频PPT的套路中,我们进

行了大胆的创新。7 分钟的片

子确立了历史事件为主线，人

物同期为主干，资料画面为辅

助，影视手段为表现的思路。

全篇通过提高片子剪辑率，增

加有效画面的信息量，以减少

经济报道的枯燥性，运用故事+
受访人物现身说法的方式来构

架全片，用规模效应来抵消单

一人物经历的报道可能带来的

负面影响，推出企业家群像，从

而使得整组报道充满了舆论引

导的张力。从 2008年 7月 29日

起，这一系列报道在浙江卫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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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联播中连续播出，引起了

舆论的广泛关注，并得到了“时

空跨度大，观点角度好，引导效

果强”的好评。③该报道获得第

19届中国新闻奖（2008年度）电

视评论二等奖。

三、灾难题材报道从人文性

入手

通过自身优势，深入灾难现

场报道，让观众第一时间获知

灾难真相是新闻媒体的责任。

作为主流媒体的记者要有高度

的社会责任感和职业敏感，做

好信息选取的“把关者”和“守

门员”，发挥主流媒体引导舆

论、凝聚斗志的作用。

从 抗 击 台 风 报 道 、迎 战

SARS报道、抗旱、抗击冰雪灾害

和汶川地震等灾难性报道中，

浙江卫视新闻中心总结其中的

报道方法是：根据事件的推进，

报道由表及里，“大灾害”用“小

细节”表现，关注灾害中的温暖

瞬间和人文关怀。2006 年，抗

击台风“桑美”报道，在台风登

陆前三个小时，我们在海边偶

然捕捉到一个感人的细节。黑

雨夜里，50 多岁的平阳县委书

记戴祝水穿雨衣、打手电与工

作人员在危险隐患地区挨家挨

户排查，确保人员转移一个不

能少。电视画面通过这样一个

细节向观众传递出：一线干部

心系民众、以人为本的执政理

念。这则《台风来了，平阳人民

准备好了》的报道成为当天直

播的亮点。2008 年，抗击冰雪

灾害直播报道，除了展示雪灾

严重之外，我们更多的是将镜

头对准了风雪中坚守岗位的交

警、齐心协力推车的普通市民、

帮助维持秩序的子弟兵等等。

一幕幕感染力强的画面，传递

的是人们在风雪中互帮互助的

温馨场面。2008 年，汶川大地

震期间，我们一行三人深入地

震灾区采访。到达时，抗震救

灾已进入恢复重建的阶段，因

此我们把报道的重心定在如何

走出阴霾、重拾信心、恢复家园

上。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

采访形成了《两个孤儿的“六一”

梦想》《帐篷医院里的新希望》

《板房里的第一次党小组会议》

等 30多篇报道，关注大爱、展示

人性美好和善良的一面。多篇

报道受到新闻中心领导好评。

四、文化题材报道从思想性

入手

文化是一种生产力，是一个

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一种“软实力”。自

2003 年，浙江和广东成为中央

确定的两个全国文化体制改革

综合试点省以来，浙江省文化

产业和事业欣欣向荣，既有浙

江省文化体制改革的内容，也

有第七届中国艺术节、“五大百

亿”工程、西湖申遗成功等大事

件，还有涵盖了“大文化”范畴

的文物考古、文学艺术、图书出

版，更囊括了百姓喜闻乐见的

影视动态、文艺演出等等。

从关注社会热点着手，从文

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角度出

发，以小视角看大问题，关注这

一事件背后的文化生态。从中

国第七届艺术节特别系列报道

《小林看大戏》到《越剧百年》主

题报道，再到《中华老字号日本

热》《五千年前的良渚古城墙遗

址被发现》等报道，都是沿着

“大文化，小视角，关注思想性”

的思路做报道。

2011 年前后，文化下乡是

一个很热门的话题，村民们到

底需要什么样的文化？文化下

乡会不会仅仅是形式主义？带

着这些疑问我们下基层采访。

在富阳街道采访时，我们发现

这样一个现象：由于文化下乡

的热火，让一些“泥腿子”捕捉

到商机，开始洗脚上岸，从事文

化经纪人的工作。根据这样一

个热点，我们通过农村文化经

纪人老孙这样一个典型人物，

以他的视角来反映文化下乡的

受欢迎程度和农村文化经纪人

的生存状态，并提出了农村文化

经纪人队伍急需规范管理的建

议，先后做了几篇系列报道《农

村文化经纪人--老孙》《农村文

化经纪人的出路在何方？》等，报

道播出后在当地反响很大，富阳

市政府要求有关单位专题研究

农村文化经纪人的问题。

在融媒体的大背景下，由于

主流媒体的责任和担当所在，

要求我们在面对新媒体的扩

张、挑战和冲击时，不仅要定好

新方位、找好新坐标、拓展新维

度，保持定力坚持以专业精神

做精、做新、做活电视新闻报道

的内容，还要学会利用视频、

VR/AR、CG、直播等技术手段，

以“用户思维”为导向，为内容

插上技术的翅膀，焕发出新的

活力，实现电视新闻报道的新

作为。④

注释：

①武卫政 顾春 王浩：

《不断增强农民的获得感幸

福》，人民网，http://politics.peo⁃
ple.com.cn/n1/2018/1229/c1001-
30494236.html

②③陈鹏飞：《“没有迈不过

去的坎”——浙江卫视系列经济

述评策划感悟》，《新闻实践》，

2008年12期

④田红媛：《中央及各地布

局文化事业产业标定新方位新

坐标新维度：2018 文化风来满

眼春》，《中国出版传媒商报》

（作者单位：浙江传媒体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