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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现象的背后，都有一个答案，每一

个被信任、被托付、被爱戴、被尊敬的背后，

一定都有一个理由。这个理由不是从过往的报

道当中去寻找，也不是从纸上的先进事迹去寻

找，而是拿着小板凳，跟着她走一走她走过的

路，看一看她如何解开一团“乱麻”，体会一下

什么叫做四两拨千斤、以理服人，你才能总结

出属于你的答案。

节目通过多种方式传播，不仅浙江之声特

地开辟出特别时段呈现节目的广播版，还在学

习强国开辟音频专区，在新蓝网、喜欢听 APP

进行视频直播。这一系列的访谈，我们进山区、

进乡村、进农场、进茶园、进基地、进实验室、

进企业等，作为一位男性主播访问10位女性巾

帼，笔者被听友冠以“妇女之友”的称号，这

对我来说是一份荣誉，因为笔者在这一系列的

访谈当中也备受滋养。10 期访谈结束，回头再

去看从策划到访问、制作、播出、再到后期宣

发的全过程，并没有火星撞地球一般的尴尬和

冲突，反而是满满的收获和感恩。这每一个她，

都是在浙江这片土地上奋斗、生长，获得并奉

献的她。她们身上体现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爱岗、敬业、诚信和友善等优良品质，对这

些品质的发掘和呈现，需要眼力和脑力，更需

要脚力去探索、丈量和感受。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一代人有一

代人的使命。红船女儿系列访谈虽然结束了，

但红船儿女的奋进故事还在继续。作为一个时

代故事的讲述者和记录者，遵循“四力”要求

讲好浙江故事，讲好中国故事，才能让奋进曲

更加真实、生动、催人奋进。

（作者单位：浙江之声）

郑雨辰

践行践行““四力四力四力四力四力四力四力四力四力四力四力四力四力四力四力四力四力四力四力四力四力四力四力四力四力四力四力四力四力四力四力四力”” 记录时代记录时代
——少儿广播专题《湖北的那个门卫大叔》创作分析

近年来，践行“四力”，努力打造一支政治

过硬、本领高强、求实创新、能打胜仗的宣传

思想工作队伍，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形势下宣

传思想工作队伍建设提出的总要求。2020年初，

疫情突如其来，在这个特殊的关口，媒体工作者

扛起时代责任，勇于担当，践行“四力”，挖掘

最鲜活的故事，创作出 《湖北的门卫大叔》 等

贴近生活的作品，用小手笔擘画出大创意、大

主题，以小人物折射出大情怀、大深意。

一、步履勤快，锤炼“脚力”

俗话说“涉浅水者得鱼虾，涉深水者得蛟

龙”。如何记录？不是闭门造车想出来，不是道

听途说凑出来，不是天马行空编出来，不是东拼

西凑贴出来，而是需要创作团队深入“第一现

场”，寻找真实故事。少儿广播专题 《湖北的那

个门卫大叔》的创作成功离不开这份“脚力”。

2020 年 3 月，温州市少年艺术学校原创的

校园民谣《湖北的那个门卫大叔》，一夜之间唱

响在湖北、温州的大街小巷。门卫大叔“老胡”

在网上被频频刷屏，成了网红。疫情期间，温

州少年艺术学校的门卫大叔老胡退休回了老家

湖北襄阳。生活在疫情阴霾之下的他，深深挂

念着第二故乡温州的人们。而温州少艺校的老

师和孩子们同样惦念着身在疫情重灾区的老胡。

此时，新冠病毒仍在肆虐，这首歌的出现如一

道光，照亮了前方的路，更温暖了大家的心。

这样的故事平凡却有着时代意义，湖北武汉、

浙江温州，作为当时疫情较为严重的两座城市，

虽隔城相望，但心手相连，守望相助。一个湖

北门卫大叔、一群温州少艺校的师生，虽然都

是这个时代小小的一分子，却迸发出了大大的

力量，温暖了自己，也救赎了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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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讲好这个特殊的故事？需要创作者发

挥“脚力”，深入群众。为了采到更多元真实的

同期声素材，“蹲点”必不可少。除了与歌曲息

息相关的作曲、作词、演唱者外，家长、老师、

同学等，只要能跟故事主人公“老胡”扯上关

系的，都得尽力去跑，去聊，去争取。趁着他

们休息间隙“穷追猛问”，最后才能有全面、真

实、深情、动容的评价和对话。如果只在“纸

上谈兵”“蜻蜓点水”，最多只能算“走位”，而

不是“到位”。

讲好一个故事，做好一个作品，根基便是走

进故事中心，迈开腿、俯下身，察实情、动真

情，实打实的地去体验、去感受。“鲜活的素材、

生动的细节”如何而来？践行“脚力”而来，作

品丰硕与否，往往取决于脚力的到达程度。

脚力到位，笔力方能遒劲。

二、细致观察，锻炼“眼力”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世间之大，

事件之多，如何让自己的节目脱颖而出，就得

有伯乐的眼力，比大众看得广、看得深、看得

准。《湖北的门卫大叔》的诞生就基于此。

看得广，就是平时要海量浏览各类资讯，

留心热点事件，善于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从

所有获取的信息中筛选出真正有播出价值的内

容，《湖北的门卫大叔》的点子就来源于日常对

于本地新闻的关注。

看得深，从 《湖北的门卫大叔》 这首歌延

展深入，若单从字面上看，它讲的只是老胡个

人的故事，但当你抓住根本、结合背景、深入

剖析，会发现其中蕴含着千千万万和老胡一样

有情有义可爱的人，感恩于身边人默默的关心

和惦念，珍惜这艰难时刻。他们乐观、正义、

真诚、良善，怀有责任，懂得尊重。解读好这

些，便能提升节目的站位。

看得准，“见一叶而知深秋，窥一斑而知全

豹”。通过个别、细微的迹象，敏锐捕捉提炼主

题。越是题材宏大，越要从小切口反映大时代。

在海量的信息面前，精准筛选、眼光敏锐、善

于发现，判断选题价值的大小，尽量选取身边

人、身边事作为突破口，上接“天线”，下接

“地气”。这既得益于“脚力”的锻炼，也需要

自己长期保持“眼力”的训练，敢用“望远

镜”、善用“显微镜”，从而创作出受欢迎的广

播精品。

三、多思多想 增强“脑力”

非凡脚力出眼力，勤想多思著华章。秉承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创作理念，《湖北的

门卫大叔》 创作的整个过程强调了两个字：多

想。众多素材如何精准分类融合？没有画面的

冲击，如何用“单一”的声音吸引听众？如何

在保有选题特殊性的同时激发大众的联想共鸣？

面对疫情下层出不穷的作品，如何做出新亮点？

这些都需要创作团队借助脑力风暴。

保持原创、保持创新、保持热情，是精品

节目创作的原生动力。敢于动脑、善于动脑、

勤于动脑，是精彩故事的坚实基石。疫情大背

景下，不乏宏大震撼的故事，如何能在竞争中

取胜？巧劲儿是最有效的招儿，着重以微切入，

以小见大，用小视角反映大变化、用小切口呈

现大主题、用小事例承载大内涵，这样的作品

才能接地气、有生气，讲出来的故事才会精彩

动听、触动人心。

《湖北的门卫大叔》内容上重点以老胡的故

事娓娓道来。用语言塑造人物形象，用声音展

开情节，用音乐烘托情绪，再以音效作为辅助

渲染环境气氛。通过原创歌曲 《湖北的那个门

卫大叔》 串联起整个广播节目。其中使用到了

片花、音乐、口播、录音、配音、同期声、音

效。人物有歌曲作词、作曲、学校家长、同学、

老师等，讲述我们不知道的老胡故事，由大小

两位主持人共同主持，增强多元声音的体现。

节目还增设诗歌朗诵、电话连线等形式，激发

听众的听觉储备，引发听众联想共鸣，达到多

层感悟主题的传播目的。有效的整合，巧妙的

融入，元素多元是好，但要注意不能喧宾夺主，

所以每一步都是有意识地精心剪辑，以达到成

品流畅自然，又能突出重点和中心，有血有肉，

充分激发听众的想象力和情感体验。

四、千斟万酌，磨练“笔力”

如果把“脑力、眼力、脚力”比作是在帮

助你选择和购买“食材”，那么“笔力”则是真

正彰显“烹饪”功力的时候。写稿是创作至关

重要的环节，创作者的写作态度和对内容取舍

的把握是保证节目质量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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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的那个门卫大叔》是一个少儿广播专

题节目。为了使节目更好地贴近儿童听众，把

握少儿的视角，写作者多次修改稿件，模拟练

习后，创作团队以“孩子都是十万个为什么”

为底色，最后采用问答的方式，铺开故事。小

主持人的主持语稚嫩活泼，充满天真和童趣，

大主持人语言温暖治愈、语气自然亲切，文字

更加儿童化生活化，通过俏皮有趣地引出话题，

把握孩子的心理特点。

除了文字儿童化，还要上下连贯、一气呵

成再加上起承转合及点睛升华，力求让文字能

真切地传送出乐观坚强的人生态度，传递出积

极的正能量，引导孩子发现真善美。只有把稿

件编辑得精益求精，最后声音的抵达才最真挚

动人。

全媒体时代对媒体人的职业素养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如何记录好这个时代？需要我们无

论是“脚力”上的奔波、“眼力”上的洞察、

“脑力”上的思考，还是“笔力”上的表达，都

要做到用心发现、用情坚持、用爱守护。只有

这样，才能写出更好的故事，温暖更多的人。

（作者单位：温州市广播电视台）

郑 洁 张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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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西先锋》《清廉衢州》管窥

近年来，传播技术的迭代升级速度不断加

快，新的传播路径、理念迫使广大新闻人不断

思考怎样才能将信息以更加深刻、详细和接地

气的方式传递给受众。围绕同一新闻题材、新

闻主题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作多次、连续的

系列报道，对于广播电视栏目来说，不失为一

种提升传播力、扩大影响力的较好方式。衢州

市广播电视台乡村振兴融媒体中心成立以来，

我们审时度势组织策划的“头雁谈振兴”“群雁

村播”“走讲堂看小康”“清风巡礼”等系列报

道先后在 《浙西先锋》《清廉衢州》 栏目中播

出，并充分利用新闻客户端、微信公众号、官

方抖音、视频号等传播方式，让传播效果达到

最大化，为传递党的声音、建设清廉衢州贡献

了电视人的力量。

一、围绕中心工作策划创新

怎样才能较好地完成系列报道的新闻策划

呢？作为主流媒体的广播电视新闻报道需始终

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通过新闻策划最大

程度地挖掘信息的价值和闪光点。同时针对确

定好的新闻主题，根据新闻事实进行材料的挖

掘，抓住新闻事件的重要节点，确定好系列报

道的内容、篇数、题目等。

2020 年，浙江省村 （社区） 组织换届工作

全面铺开。乡村振兴融媒体中心第一时间在

《浙西先锋》 栏目中策划推出相关的系列报道，

以其强有力的宣传效果，实现预期目标。但是

选什么样的主题，怎样寻找新闻线索，编辑部

在与组织部门联系后，确定以“头雁谈振兴”

为主题，报道村（社区）换届试点地区的新上任

村党支部书记，以“头雁”的身份带领村民建设

乡村、振兴乡村。随后，编辑部又联系了衢州市

6个县 （市、区） 的组织部门，请求他们帮助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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