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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论坛

四、结语

媒体融合发展永远在路上，要充分发挥短

视频在媒体融合中的引领和推进作用，就需要

具备用户意识和互联网思维，找准定位，细分

内容分发渠道，打造品牌形象，不断提升县域

主流媒体的核心竞争力，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

发展，真正做到让县域新型主流媒体牢牢占据

舆论引导、思想引领、文化传承、服务人民的

传播制高点。

（作者单位：青田传媒集团 ）

吴生华 全开祥

9月上旬，浙江省广电局组织开展了2020

年度全省广播电视对农节目服务工程建设考核

和浙江省广播电视新闻奖 （对农节目奖） 评选

工作。其中，2020 年度全省广播电视对农节

目服务工程建设电视对农栏目开办情况考核，

评审专家组评出 16 个优秀奖、16 个鼓励奖；

同时评出全省优秀电视对农栏目一等奖 2 名、

二等奖3名、三等奖4名。综观2020年度全省

电视对农栏目的考核与评选，总体质量比上一

年度有普遍提高，但同时地区之间的不平衡问

题也进一步加剧，全省各级广播电视台采编人

员仍然需要增强“四力”，进一步提升电视对

农栏目主体思辨性和综合编排能力。

一、栏目综合编排的编辑思路普遍体现

各市县台电视对农栏目采取多个专栏组合

设置的综合编排编辑思路得到了普遍体现，特

别是获得考核优秀奖的市县台电视对农栏目，

抽评到的一周三期代表作，甚至一周栏目都实

行了综合性的杂志化编排，大多数台的主档对

农栏目编排已经达到相当优秀的水平。如台州

台 8 月 23 日的 《山海经》，创新采用“倒三

角”方式编排。第一节内容重点围绕“村美”

“民富”两个关键词，以出镜报道和调查采访

方式呈现，中间编排一组由村民自拍上送的抖

音短视频，既配合了头条报道，增加信息量，

又让节目形态更加生动活泼，节奏更加灵动；

第二节内容则以服务性见长，形式多样、内容

丰富、针对性强。整体内容安排上，不仅有

《乡村新视角》 专栏的“跋山涉海看小康”系

列报道，还有《抖抖我的村》专栏的网友抖音

助农小视频分享，作为栏目主体内容的调查报

道和《美丽乡村行》专栏之后，《乡村资讯站》

《乡村新农技》《嗨购农家货》 等专栏，资讯、

农技、营销等为农服务手段多样，30 分钟一

期的电视对农栏目，通过9 个不同类型版块的

策划设置，16 条电视片的灵巧组合，编排层

次清晰，串接过渡自然，既有对农宣传的引导

性，也有为农服务的实用性，还有专栏变换的

可看性，真正做到了主题报道故事化，故事讲

述生活化，编排长短合理搭配，结构安排错落

有致，让观众有对农传播“电视杂志”的良好

收视体验。同样，嘉兴台 8 月 18 日的 《小马

跑乡村》，开篇便是 《飞越百村看小康》 重大

主题报道专栏，主体调查报道和 《乡村情报

站》的“新看点”之后，《乡村新人》《乡村新

品》《田间小课堂》等“新人”“新品”推荐和

增强增强““四力四力””提升电视对农栏目提升电视对农栏目
主体思辨性和综合编排能力主体思辨性和综合编排能力

——2020年度浙江省广播电视对农节目服务工程建设考核电视组情况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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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间课堂的网络直播农技指导，体现了多方面

的为农服务。县级台层面，温州市瑞安台的

《吾乡吾土》、乐清台的《走近新农村》和平阳

台的 《十里八乡》，湖州市德清台的 《新农村

互联网》、长兴台的 《走乡村》 和安吉台的

《生态家园》，丽水市青田台的 《瓯越芝田》，

杭州市桐庐台的 《农民之友》，绍兴市新昌台

的 《沃州田野》，金华市永康台的 《乡土乡

约》，嘉兴市海宁台的 《今日新农村》 和嘉善

台的 《跑农村》，台州市玉环台的 《金色港

湾》，衢州市衢江台的 《新衢风》 等，都较好

地做到了专栏设置传播目的诉求明确，组合编

排层次分明，报道体裁和形态策划多样，主持

串接自然、大方。从上述各台推荐的主档栏目

来看，主体报道选题紧扣“三农”发展前沿，

主题宣传密切配合脱贫攻坚和高水平全面小康

建设，服务内容丰富，服务手段多样，与新媒

体融合、与对农宣传服务活动结合紧密，编排

思路十分清晰，多种编辑手段的运用也都显得

得心应手。而且上述大多数台制作精良，对农

宣传生动活泼，对农服务实用并且富有趣味

性。如瑞安台 8 月 22 日的 《吾乡吾土》，田欢

和海隆两位主播一位主内一位主外，编排串接

口语化交流风格鲜明，主体调查和《乡村监督

哨》 保持一贯的关注“三农”前沿之外，《走

向我们的小康生活》报道了以跳“鬼步舞”一

招成“网红”的农民夫妇，人物形象展现生

动；与新媒体全面融合之下，新推的《剪影说

新风》 也有较好的创新性。永康台 8 月 18 日

的 《乡土乡约》 中的 《小倩微直播》，主播小

倩带领网友逛遍永康“农村夜经济”；德清台

8月17日的《新农村互联网》中的《农村新看

点》，密切关注后疫情时代环莫干山“洋家乐”

的揽客新招；青田台 8 月 18 日的 《瓯越芝田》

中，落户四川平昌的青田杨梅得病了，《三点

一线牵》专栏开启三地连线直播来帮忙；长兴

台 8 月 19 日的 《走乡村》 中的 《乡村找说

法》，创新对农法律宣传形态，以“微剧”表

演引出“说法”；平阳县传媒中心和县商务局

共同举办平阳好货直播大赛，平阳台的《十里

八乡》 同步推出 《平阳好货直播大赛之主播

秀》；玉环台的 《金色港湾》 不仅以“流光溢

彩夜经济”慢直播连通大小屏，还创新开辟互

动交流平台 《农事百科猜猜猜》；桐庐台的

《农民之友》 主播由去年的演播室坐姿播报，

转变为走入乡村实景主持……在专栏的创新设

计中，上述各台可谓用心谋划，各出奇招，展

现了全省市县电视对农栏目编排的较高水平。

二、栏目主体报道的问题思辨明显加强

在总体编排策划和主持、制作水平不相上

下的情况之下，各台能否在考评当中脱颖而

出，关键就要看栏目主体报道的选题是否具有

前沿性、新颖性，以及采访是否深入、主题提

炼是否具有深度了。考核优秀和评选获奖的市

县台电视对农栏目，普遍关注“三农”领域新

情况，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的“三农”

新问题，精心选题，深入调查，体现了栏目记

者深入“三农”一线采访的“四力”。台州台

8月23日的《山海经》在《乡村调查》专栏中

推出《再访“网红村”》系列报道，发现那些

靠“画画墙”就“一夜蹿红”的“网红村”，

有的早已没有往昔的热闹，有的也已感受到潜

在的危机，通过网络走红只能作为一种营销的

手段，而长远的发展还是应该完善基础设施建

设，形成产业链条。同时，《乡村曝光台》 曝

出临海市河头镇雪里村村民反映，有人运来一

车车的废弃跑道塑胶，偷偷倾倒在附近的赤峰

山上，影响当地环境。两个调查报道，分别体

现了问题的发现和批评的视角，也彰显了这一

电视对农栏目的思辨性。同样，瑞安台的《吾

乡吾土》 8 月 22 日起，《乡土调查》 专栏推出

连续报道，持续聚焦“生猪保供”。紊乱的

“猪周期”，双疫情的冲击影响，猪肉价格居高

不下，多路记者深入调查，关注生猪养殖面临

的新情况，挖掘“生猪保供”的新路径，问题

抓取具有前沿性。同时，《乡村监督哨》 推出

《莫让地膜垃圾成困局》，报道瑞安全市使用地

膜的农田有16000多亩，一年消耗地膜200多

吨，而全市农资店基本上找不到可降解地膜材

料的销售，残留在农田里的地膜造成土壤污染

和农产品品质、产量下降，调查结果令人触目

惊心，让农膜污染这一问题浮出了水面。而嘉

兴台 8 月 18 日的 《小马跑乡村》 关注农产品

直播带货热真有“看上去很美”吗，桐庐台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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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7 日的 《农民之友》 推出的调查报道 《直

播助农这件事：想说“爱你”不容易》，新昌

台 8 月 20 日的 《沃洲田野》 关注直播销售火

爆，农产品如何畅通进城“最前一公里”等，

都深入调查了疫情影响下农产品直播销售如

何提质增效的新问题。德清台的 《新农村互

联网》 以一组三篇的系列报道 《现代农业的

数字革命》，在 《乡村大调查》 专栏中生动展

现了我省数字农业发展的前沿景象，采制精

良，演示生动；安吉台 8 月 17 日的 《生态家

园》 在 《生态经》 专栏中以调查报道的方式，

形象展示了将生态资源转换为资产资本，实

现“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高质量转化

的安吉“两山银行”新实践；青田台 8 月 18

日 《瓯越芝田》 针对基层农技人才“断层现

象”，展开“谁为现代农业保驾护航”的细致

调查；永康台 8 月 18 日的 《乡土乡约》 以

《乡村深一度》 专栏调查“农村住房特困户有

指标却落不了地”问题，栏目记者近两个月

走访 3 镇 10 多个村，蹲点记录深入挖掘了问

题症结和矛盾冲突所在。同时以 《乡村曝光

台》 专栏追踪“大晴天苗木受淹死亡 积水从

何而来？”；海宁台的 《今日新农村》，通过

《乡村大调查》 专栏持续关注比较效益下降、

技 术 人 才 断 层 、 产 业 后 继 无 人 的 蚕 桑 之

“困”，传统产业挖掘出了新问题；玉环台的

《金色港湾》 在 《乡间热话题》 专栏中提出了

“美丽庭院建设谁唱主角”的话题，记者调查

发现，各乡镇着力打造的“美丽庭院”，有近

八成已从“新颜”变回了“旧貌”。而衢江台

8 月 17 日的 《新衢风》 中 《乡村新颜》 专栏

报道的 《一米菜园带来一米阳光》，较好地针

对了美丽乡村建设中不让农民房前屋后种菜，

缺失乡间“烟火气”的普遍问题……相比上

述获考核优秀的市县台电视对农栏目，一些

获得鼓励奖或仅获考核合格的台，栏目主体

专栏的设置和主体报道的选题，内容上缺乏

“三农”发展的前沿性和问题性，报道手法上

缺乏追踪调查和持续性，有的虽有记者调查

但选题陈旧，也有的虽有问题发现，却缺失

了建设性的思辨，最终没有进入到考核优秀

的行列。

三、栏目报道体裁形态和制作手段丰富

多彩

相比之下，此次考评进入优秀队列的市县

台电视对农栏目，在报道体裁形态的策划设

计和后期制作的手段运用上也显得丰富多彩。

首先是电视出镜调查手段的充分运用，使得

主体报道调查路径得到彰显。如台州台的

《再访网红村》 系列报道第一篇，记者先后来

到曾被网友戏称为“涂鸦村”的天台县“网

红村”金满坑村、温岭石塘镇西南部的“七

彩小箬岛”小渔村，从村民、游客的访问，

到村干部的采访，再到专业研究人员的建设

性点评，从现象到问题再到思辨，调查路径

十分清晰。瑞安台的聚焦“生猪保供”调查，

从清晨六点半的菜市场走起，到第二天凌晨

记者起大早到浙南地区最大定点生猪屠宰场

——五联屠宰场的探访，再到多路记者深入

养殖场调查养猪现状，采访路径的构建十分

扎实。特别是其中一路记者因养猪场防控

“双疫情”需要，严控人员进入，特别采用了

与养猪场人员手机连线的采访方式，通过手

机镜头展示了养猪场的现状，也充分传达了

“双疫情”防控压力之下要养好猪所面临的各

方面严峻形势。德清台的系列报道 《现代农

业的数字革命》，记者进入到数字农业的各种

真实场景体验出镜，现场报道与体验演示紧

密结合，可视化制作步步紧随，将“数字农

业”的全新发展形象地展现了出来。青田台

《瓯越芝田》 栏目的 《朱小妹跑乡间》 专栏，

主播“朱小妹”一顶草帽，从薏米种植试验

田的田间，到稻鱼共生系统水稻田的田埂，

再到荷花种植示范基地的荷花塘边，深入田

间地头，深入调查基层农技人才“断层现

象”、农民对农技人才的渴求以及破解之策。

其次是多种报道体裁、形态的结合与使用，

特别是网络短视频形态的使用，让电视对农

栏目的呈现更加富有了生活的气息。长兴台

《走乡村》 栏目与县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联

合开办 《乡村找说法》 版块，以真实案例改

编、由村民扮演的微剧形式，向广大村民普

法。8 月 19 日的 《乡村找说法》，根据太湖街

道霞城村发生的真实案例改编并拍摄的普法

对农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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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剧 《婆婆到底该谁养？》，以“情境再现”的

表演引出问题，再邀请调解员对案例进行专业

分析，给村民上了生动的普法一课。瑞安台 8

月 22 日的 《吾乡吾土》 中，《走向我们的小康

生活》专栏以《彭小英：牙再大也要哈哈大笑》

为题，结合农民夫妻跳“鬼步舞”的声画影像，

以自述体制作短视频，十分形象生动。他们还

新鲜出炉“剪影戏”，推出《剪影说新风》小专

栏，主播化身“不一样的田欢”，用剪影演绎

“给垃圾找个合适的家”，新鲜有趣。台州台

《山海经》的《抖抖我的村》专栏，直接编排了

一组由村民自拍上送的抖音短视频，也很轻松

活泼。嘉兴台 《小马跑乡村》 中的 《田间小课

堂》 版块，根据不同时节的生产特点，主持人

采用自拍杆现场直播出镜，生动讲解稻虾共养、

蘑菇培育等农业技术。永康台 8 月 18 日 《乡土

乡约》 中的 《小倩微直播》，3 分半钟的时长

内，小倩化身“村红主播”，手持自拍杆，从唐

先镇秀岩村、江南街道园周村，一路“逛”到

前仓镇大陈村和城西新区花川村，将永康乡村

夜经济的“夜太美”制作成了一件精美的短视

频作品。此外，电视对农考核优秀台的栏目，

后期制作也普遍十分用心。不少台的电视对农

栏目，大小片头制作精良，不同专栏、版块之

间的过渡、串接自然流畅，数据和字幕的可视

化制作也显示出了较高的水准。

四、栏目融合新媒体手段、现场活动的互

动性进一步增强

随着媒体融合的持续深入，电视对农栏目

也较好地展现出了与新媒体、现场活动深度融

合的发展态势，大小屏连通，线上线下互推，

构建了电视对农传播的新业态。台州台的 《山

海经》自从建立起“乡村拍一拍”拍拍群之后，

网友们的积极性高涨，每天都向栏目组发来很

多有趣又好玩的视频，《活的黄鱼看过吗》《夜

行的鼬獾 大白天闯进台州酒厂》《三门蛇蟠岛

的滑泥公园》 ……简短的小专栏，因为有了网

友的参与，增添了不少趣味性。嘉兴台的 《小

马跑乡村》 专推 《小马进社区》 活动，通过线

上招募、线下摆摊方式，主持人进社区为农产

品现场吆喝。玉环台的 《金色港湾》 在融媒创

新上下了很大的功夫，媒体融合体现充分：《山

海经》专栏运用融媒直播方式，三方远程连线，

让专家进行“云指导”；《流光溢彩夜经济》 采

用“慢直播”镜头串接栏目，连通了大小屏；

舆论监督报道引入网友话题讨论，加强了受众

的参与性；同时设置农户带货直播回放平台，

《农货销售帮帮帮》 融合网络媒体开展电视助

农，使对农服务更贴心。瑞安台的《吾乡吾土》

开设“带泥购融媒直播间”，通过微信小程序

“带泥购”和瑞安广电助农平台门店，线上和线

下同步助农营销；青田台 《瓯越芝田》 开办

“青小农”融媒体助农直播间，创新多地连线直

播方式。“青田杨梅落户平昌得病了，农户

急！”连线直播活动的开展，实时解决了对口帮

扶县的农技难题。海宁台的 《今日新农村》 开

启大潮助农直播，全新推出“新农村合伙人”

计划，为农友搭建起一个分享自家好物的线上

平台。平阳台吹响主播集结号，为优质农特产

品代言，从训练营到直播间，《十里八乡》栏目

跟随主播们一路闯关，《平阳好货直播大赛之主

播秀》 持续讲述好货直播的主播故事。桐庐台

的 《农民之友》 之 《乡村 Vlog：给我半天还你

童年 泥玩一“夏”》富有趣味，《乡村帮帮团》

在互动之中体现为农服务；衢江台的《新衢风》

推出《“抖”来帮侬忙》，主播带着农产品上抖

音……拍拍群、慢直播、融媒助农直播间、抖

音短视频、Vlog、农友圈、帮帮团……各出奇

招的融媒创新举措，引领着全省电视对农栏目

逐步进入到融媒为农服务的新境界。

2020年度全省电视对农栏目考核，16个优

秀奖市县台表现突出，进入鼓励奖队列的市县

台也普遍进步明显。但是，在充分肯定成绩与

进步的同时，一些发现的问题也需要引起重视，

并提出整改的意见和建议。一是地区之间不平一是地区之间不平

衡性突出衡性突出，，各地市在融媒新时期办好广播电视各地市在融媒新时期办好广播电视

对农栏目的氛围需要着力营造对农栏目的氛围需要着力营造。。湖州、温州、

嘉兴等地级市，市县台普遍对广电对农栏目的

开办较为重视，各有三家市县台电视对农栏目

进入优秀行列。特别是湖州市，德清、安吉、

长兴三家县级台齐头并进，都以优异的考核成

绩入围优秀奖。嘉兴市市台公共频道和海宁、

嘉善台也表现出色，进入优秀队列，平湖台、

桐乡台获鼓励奖。温州市不仅瑞安台保持了领

对农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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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的优势，摘获了广播电视对农节目奖电视对

农栏目项一等奖，乐清台和平阳台也发力获得

了优秀奖。相比之下，宁波市九家市县台播出

机构，没有一家台能够进入电视对农栏目考核

的优秀奖，仅奉化台与宁海台获得鼓励奖。舟

山市四家市县台播出机构，也没有一家台获考

核优秀，只有岱山台获得鼓励奖。就湖州、温

州、嘉兴市等地区来看，各市县台在广播电视

对农栏目创优上竞争意识强，编排策划创新能

力强，形成了你追我赶的良好局面。而宁波、

舟山市等地区，总体上精益求精、互相比拼的

氛围尚未形成，虽个别台、个别专栏有亮点，

但整体的竞争力不强。各市广电行政主管部门

需要加强动员和要求，营造氛围，搞好培训，

提升全市整体的广播电视对农栏目质量水平。

二是一些台对新时期做好广播电视对农节目服二是一些台对新时期做好广播电视对农节目服

务工作的认识不足务工作的认识不足，，重视程度不够重视程度不够，，应付考核应付考核

的现象仍有发现的现象仍有发现，，需要整改加强需要整改加强。。如台州市某

台报送的电视对农栏目，只有一档 20 分钟符

合要求，其余报送的五档各 5 分钟的 《今晚关

注》 基本上可认定为关注类新闻小专题专栏；

台州市某台报送的 《社会万象》 就其栏目名

称来看也不是专门的对农栏目，其他两档合

计每周首播时长只有 31 分钟。舟山市某台报

送的 《阿法讲大道》 就其内容和形式来看，

就是一档每周 15 分钟时长的方言类民生新闻

栏目，另两档对农栏目首播时长合计只有 30

分钟；舟山市某台报送的一周三期对农栏目

每期都只有 10 分钟。这些台都不符合“县级

广播电视台每周自办的广播、电视对农节目

各 3 档以上，广播每周播出时长不少于 60 分

钟 （不含重播），电视每周播出时长不少于

45 分钟 （不含重播），非自采通用性节目或

编辑类内容不超过 20%”的要求，其中一些

台还存在着把非对农栏目拿来混充对农栏目

接受考核的情况，应受到批评并作出整改。

三是一些台主体报道题材选择没有很好地把三是一些台主体报道题材选择没有很好地把

握握““三农三农””发展前沿的新经验发展前沿的新经验、、新典型新典型、、新新

情况与新问题情况与新问题，，需要进一步贴近需要进一步贴近““三农三农””发展发展

前沿抓好选题前沿抓好选题。一方面，一些台的电视对农栏

目内容单一，选题陈旧，或局限于清一色的农

业、农技内容，或不能抓住“三农”发展的最

新情况，老生长谈，宣传味十足；另一方面，

一些台在对农宣传的内容把握上又过于宽泛，

把常态的时政新闻、民生新闻拿来填充节目，

迷失了对农栏目的专门定位和发展方向。如宁

波市某台的 《乡村热土》，25 分钟时长的栏目

就是十几条“三农”新闻的集纳播报，也不设

置专栏，有的报道仅从标题看就有着明显的时

政性新闻报道特点。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总指引

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打赢脱贫攻坚战的

关键时期，各台对农栏目既要跳出单一的农

业、农技报道，又要牢牢把握乡村振兴 20 字

战略要求，着力办好广播电视对农栏目，做好

对农宣传与服务。四是对农栏目采编力量投入四是对农栏目采编力量投入

在融媒机制变革中有弱化趋势在融媒机制变革中有弱化趋势，，各地融媒体中各地融媒体中

心建设发展进程中心建设发展进程中，，对农栏目的采编投入只能对农栏目的采编投入只能

加强加强，，不能削弱不能削弱。到去年底，全省 66 家县级

广播电视台全都挂牌成立了县级融媒体中心。

考核发现，一些台在并入融媒体中心之后，存

在着对农栏目采编力量“抽空”的情况，人员

流失没有及时补充，导致对农栏目常态播出

“空心化”，内容不够充实，编排较为粗糙，需

要引起各台领导足够的重视。五是融媒发展进五是融媒发展进

程中要坚守对农栏目定位程中要坚守对农栏目定位，，广播电视对农栏目广播电视对农栏目

既要融媒发展既要融媒发展，，又要坚持特色又要坚持特色。。就 2020 年度

全省电视对农栏目的考评情况来看，各台在对

农传播融媒手段上多方面的创新值得肯定，但

也发现，一些台在融媒传播流程再造的过程

中，把对农栏目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三农”

新闻报道，新闻与对农栏目采编安排同一班人

马、新闻与对农栏目的播出采用同一篇稿件，

造成对农服务资讯时政报道化，对农栏目的小

专栏设置缺乏服务性视角，最终把对农栏目变

成简单的“三农”题材新闻报道集纳，失去了

对农栏目开办的初衷，以及对农栏目播出的

实效。

（作者分别为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与传播学

院教授、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与传播专业广播电

视新闻方向2019级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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