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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优专题

鲁康宁 张 平

摘要：杭州电视台综合频道

电视访谈节目《我们圆桌会》，

凭借《拆了围墙如何拆心墙》这

期节目，荣获 2018 年度浙江广

播电视新闻奖电视新闻访谈节

目一等奖。该期节目以人为中

心，立足时代，关注真问题、进

行真思考、提出真解答、推动真

解决，充分体现了媒体人践行

“四力”过程中，下真功夫、练真

把式、靠真本领，也彰显了主流

媒体的责任担当。

关键词：践行“四力” 真问

题 电视访谈 主流媒体

2018年度浙江广播电视新

闻奖电视新闻访谈节目一等奖

作品《拆了围墙如何拆心墙》，

关注了一件看似不大的“小

事”，杭州某街道为提升老旧小

区的生活环境，动工拆除了部

分居民一楼院子的围墙，结果

引发了与居民的矛盾冲突。为

了化解矛盾，栏目为双方搭起

了沟通平台，论理说法，最终推

动政府相关负责人重新审视自

身工作，并重新听取民意修改

方案。

居民和政府，为了一堵围墙

拆还是不拆，都站在各自的立

场僵持不下。《我们圆桌会》作

为一档主流媒体的访谈节目，

将双方拉到现场，坐成一圈，大

家摊开了说。通过沟通，找准

问题的症结，推动问题良性发

展，看似解决的是很小的个案，

但在政府职能部门转变工作方

式、提升履职能力等方面，有着

深远的意义和普世价值。栏目

组正是因为在日常采编中着眼

于“四力”的锤炼，才能找到这

个“真问题”选题，进而推动问

题的“真解决”；才能把准社会

发展的脉搏、切准社会基层的

痛点、难点，进而提升主流媒体

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

信力。

一、练就发现“真问题”的

眼力

所谓真问题，简单来说就是

拨开迷雾看真相。新闻工作者

面对各种线索，首先最重要的

就是要锤炼发现真问题的眼

力，有一个敏锐、准确的眼力，

不仅能抓住题材，而且还能很

好地引领整个作品谋篇布局。

《拆了围墙如何拆心墙》这篇访

谈应该说是抓住了真问题的几

个关键词。

第一个关键词：人民情怀。

《拆了围墙如何拆心墙》的线索

来源于一次栏目观众的电话求

助。2018年7月，栏目组收到了

几位来自杭州某街道的居民投

诉，他们一楼住户的院子被街

关注“真问题”
让电视新闻访谈更鲜活

——电视新闻访谈节目《拆了围墙如何拆心墙》创作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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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强行推倒了。这些院子已经

三十多年了，在一楼住户的心

里，早已成为他们房子的一部

分，如今却被街道强制拆除，利

益受损，一些居民和街道发生

了激烈的矛盾冲突。当时双方

僵持不下已经持续了近一个月

的时间，小区里到处是瓦砾残

垣，居民急切的心情可想而知。

而这件事涉及了近 200 户居民

的利益，已经是群体性问题。

群众利益无小事。习近平

总书记也指出，新闻舆论工作

要坚持人民性，才能获得活力

源泉和动力根基，强调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提出

新闻工作者要“坚持百姓情怀、

人民本色”“坚持正确工作取

向，以人民为中心，心系人民、

讴歌人民”。面对这样的题材，

新闻工作者要从人民情怀出

发，这样才会有责任感使命感，

作 品 也 自 然 会 让 受 众 产 生

共鸣。

第二个关键词：紧扣时代脉

搏。拆围墙的问题是一个典型

的官民矛盾事件，也正因为比

较典型，对于地方媒体而言，就

显得有些微妙，要不要报道？

能不能报道？这都考验着栏目

组人员的眼力和勇气。经过沟

通，栏目组发现街道所为本是

为了提升老旧小区环境，而且

在开工之前也是听取了各方民

意的。那么如果是充分尊重民

意的话，如此为民的工程项目

为何却演变成了“官民对立”的

局面呢？他们的听民意工作和

老百姓实际的心声难道是不一

致的吗？栏目组敏锐地发现，

这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官民

矛盾”，而是在当下城市治理过

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当政府决

策已经开始习惯听民声取民

意，用“民主”来促“民生”， 那

么怎样听、用什么样的方法听

才是真正的“民主促民生”？从

栏目多年专注城市治理的经验

来看，不仅这个街道在方法上

出了问题，对于很多党员干部

来说，都存在一些共性的情况。

从更深刻的角度来看，党的十

八大报告明确提出“社会主义

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

要形式”，十九大在此基础上提

出，要“发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重要作用。有事好商量，众人

的事情由众人商量”，这起案例

恰恰反映了基层在协商民主探

索实践中所存在的现实问题。

从节目选题的角度来说，具有

鲜明的时代特征。

第三个关键词：公共问题与

媒体责任。面对官民矛盾，媒

体能做什么？发挥舆论监督的

作用是很多新闻媒体首先会做

的事情。但是仅仅做曝光类的

监督报道，对推动新闻事件的

发展未必百分百有用。新闻工

作者应该站在更高的维度来思

考，媒体不仅仅是舆论监督者，

还应该成为社会治理的参与

者、公众参与的引导者。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应

该看到公共问题的现状：一方

面，社会和科技的双重进步带

来了传播领域的“新时代”。通

过互联网，人们拥有了更加丰

富的言论表达渠道，微信、微

博、短视频平台几乎是零门槛。

在这种情况下，受众的情绪和

观点更加容易复制和传播，公

众理性的缺失令人关注。另一

方面，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

会运转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

社会不同群体间的利益分化，

导致社会诉求的不同，社会心

态失衡。如果缺乏有效的沟

通，“医患纠纷”“师生纠纷”“拆

迁纠纷”“官民对立”等矛盾就

会愈演愈烈。在这样的背景

下，政府如何推进社会治理工

作，建设和谐社会？媒体能否

在其中发挥作用？

在《我们圆桌会》录制这场

话题之前，杭州也有新闻媒体

在关注此事，从其报道的情况

来看，虽然是推出了多篇连续

报道，但是就推动这件事而言，

效果有限。栏目的考虑则是想

为双方搭建一个交流沟通的平

台，希望实现有效沟通，打破当

下官民双方僵持不下的局面，

从而推动事件良性发展。当然

这个思路与栏目的定位和发展

理念是分不开的。《我们圆桌

会》栏目从开播伊始，就致力于

搭建一个“交流对话、理性沟

通、协商建设”这样一张大圆

桌，探讨公共问题的解决之道，

协商公共政策的惠民之道，讨

论公共价值的构建之道。因

此，碰到“拆围墙”这样的题材，

栏目组的想法也是水到渠成

的事。

二、用脑力和脚力给出“真

思考” 提出“真解答”

录制这场访谈前，栏目几位

主创人员脑力激荡，反复思考：

既要有电视节目所需要的鲜活

可看性，又要论理说法，剖析深

刻；既要找准问题的关键点，又

要给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如果

通过节目让双方达成共识，促

成和解，那是大家最希望看到

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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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中，首先要解决的

是节目如何论理说法，找准问

题的关键点。其实，这场矛盾

之争的主角——居民一楼院子

的围墙，属性非常复杂，因为是

历史遗留，这种院落的合法性

一直以来颇有争议，市级政府

也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说法。

为了搞明白这件事，主创团队

花了半个月时间，多次到现场

摸底调查，采访了 80 多位小区

居民，倾听群众意见。在摸清

情况的基础上，详细研究政策

法规，并邀请公共管理方面的

专家学者、律师、媒体评论员等

参与，提炼节目主旨，分析现场

对话的组织引导策略；与小河

街道以及杭州市多个相关部门

进行反复沟通，最后定下来录

制方案。

这个前期的策划过程，可以

说是近年来栏目在有限的条件

下投入精力最大的节目了。也

正是通过深入事件现场，详细

调查研究，才能在录制当天运

筹帷幄。这其中，除了主创团

队的“脑力”之外，公共管理专

家、律师、媒体评论员成了团队

的“外脑”，提供了许多值得借

鉴的思路，为节目最终论理说

法、深刻剖析发挥了重要的作

用。而这样的过程也得到了观

众的认同，问题指得准，道理说

得明，才入得了观众的心，无形

中也增加了栏目的公信力和影

响力。

三、用鲜活笔力 呈现生动

“真现场”

真问题，需要一个真现场。

真现场要有三贴近的特点，真

正做到贴近群众，而不是高高

在上、指手画脚的姿态。因此

团队决定打破常规，从演播室

里走出来，把录制现场放到当

地的社区里。这也是一个不彩

排的真现场，街道、居民代表都

是接到通知直接赶到现场，甚

至还有人是临时听说节目录制

的事情，直接跑到现场报名参

加。当时正是八月盛夏天气炎

热的时候，这给录制工作带来

了不小的考验，尽管借用了当

地一个小学的室内操场，空调、

冰块齐上阵，也让很多人坐不

住。不过这样的录制也更真

实，观众可以看到现场的居民

代表满头大汗，不停地摇着风

扇，主持人甚至热到假睫毛都

掉了下来。如此“热”的环境

下，现场氛围也是充满了火药

味。现场录制了三个多小时，

当天争论围绕焦点问题“一楼

院子是否是违法建筑”“街道为

何非拆院子不可”双方沟通多

次出现胶着。通过主持人引

导，现场层层剥茧逐渐深入，揭

示了“好事没办好”症结所在：

这件涉及一楼住户切身利益的

民生好事，事前的民意调查和

沟通工作却流于形式。最终，

公共管理专家对“民主促民生”

协商民主内涵做了深入阐释，

对街道干部的思想认识进行了

纠偏，栏目就下一步工作提出

了具体建议。整个节目经过内

容缩减后，现场鲜活具有很强

的感染力，嘉宾视角多元，不仅

有激烈的观点交锋、也有深刻

的逻辑思辨，可看性非常高。

四、不忘初心 用勇气和决

心直面“真问题”

触碰这样一个“真问题”，其

实对身处地方台的栏目组也是

有不小的压力。虽然当地街道

相关负责人同意参与节目录

制，但是节目是否能顺利播出

却是一个未知数。事实上也如

栏目所料，节目录制最后的结

论是建议街道方面暂时停工，

重新听取民意，这对当地老百

姓来说，当然是大快人心。但

节目录制完成后，街道方面相

关负责人两次上门协商。这个

过程中，栏目组一开始就做好

了思想准备，哪怕是最终不能

播出，也要坚决推动问题解决。

博弈的结果，最终节目推迟了

一个月得以播出。对于栏目组

的坚持，街道方面既无奈也表

示尊重。节目录制完成后，他

们反思了自己的工作，暂停了

环境整治工程，重新开始摸排

民意，并组织召开了多场民生

恳谈会修改方案。每项工作的

推进都及时跟栏目组反馈，这

也让本期节目播出时有了不少

后续的补充内容，提升了节目

的完整性和警示意义。节目播

出后受到了多方关注，直接影

响了网络舆情的发展方向，相

关讨论由最初的指责转向对具

体方式和工作程序的讨论。

在当前的舆论环境下，有人

对传统新闻媒体的处境发出

“唱衰”的言论，而《拆了围墙如

何拆心墙》的实践证明，传统媒

体在对待真问题方面，其专业

性是自媒体等无法比拟的。新

闻工作者应该坚守新闻的本

源，不断锤炼“四力”，解决真问

题，才能最终赢得受众关注、百

姓支持，从而占领社会舆论的

制高点，凝聚更加广泛的社会

共识。

（作者单位：杭州电视台综

合频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