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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轶萍 孙 昊

适农化挑战下适农化挑战下
电视对农节目的数智化嬗变电视对农节目的数智化嬗变

对农实践

摘要：“农，天下之大本也。”从“脱贫攻

坚”到“美丽乡村”，从“全面小康”到“共同

富裕”，传统媒体电视对农节目始终发挥着重要

的作用。今年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也是

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启动之年。

在智媒发展趋势下，电视对农节目如何利用好

新科技手段，在内容创作、用户体验上进行

“适农化”改造升级，是亟待突破的新课题。

关键词：智慧广电 电视对农节目 数智化

费孝通曾说“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

的。”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末，

全国总人口有 14.1178 亿人，其中乡村人口有

5.0979 亿人，占总人口的 36.1%。庞大的乡村

人口为电视对农节目提供了大量的受众，同时，

结构不断多元化发展的乡村收视群体，也对新

时期电视对农节目创新发展提出了新的“适农

化”要求和挑战。

2021 年 8 月，国家广电总局发布的 《广播

电视和网络视听“十四五”科技发展规划》 就

要求加快推进制播体系技术升级，强化智能技

术的应用，促进制播流程智能化。由此，实现

适农化挑战下的数智化赋能，智能技术对电视

对农节目的创新优化，特别是内容生产、用户

体验以及云端审核的数智化赋能，不仅是促进

乡村振兴和民族振兴的核心任务，更是当前传

统媒体发展的必要路径和必然要求。

一、电视对农节目的适农化挑战

适农化，即适应农民、农业和农村的根本

需求。中国的“三农”问题因为在地域分布、

文化程度、审美趣味、日常需求等各方面都有

其巨大的差异性和复杂性。因而，对农节目如

何适应“三农”需求，也是传统媒体始终面对

的课题。基于上述问题，浙江广电系统2008年

在全国率先提出要全面推进对农节目服务工程

建设的目标，将节目内容建设作为广电对农服

务工作的关键性突破口。经过14年的努力，浙

江地区对农节目已成为浙江农业现代化建设的

重要助推器，更成为农民兄弟了解政策方针、

获取信息技术、交流致富经验、享受文化生活、

反馈民情民意的重要平台，发挥着推进社会主

义新农村建设主阵地的作用。①

然而在媒介融合的趋势下，对农节目受众的

文化结构、思维方式、观看模式等都在急剧变

化。对农节目创作中的农村农民客体化、视觉体

验单一化、智能生产滞后化等问题也日益凸显。

（一）农村、农民客体化

学者吕新雨认为，“大众传媒与中国工农主

体性之间的关系是暧昧的，也是消极的，甚至

是否定的。”②由于媒介资源贫乏和表达能力局

限，农民在既往的文化权力结构中一直处于弱

势地位，成为叙事中“沉默的他者”。虽然主流

媒体一再强化“三贴近”原则，但“三农”更

多地仍是被表述的客体，其自我言说难以实

现。③长期以来，对农节目的创作遵循的是“编

导思维”，节目编排、形式、内容，播出时间、

时长等均由传统媒体决定，这样“局外人”的

叙事与乡村现实之间始终存在着文化差异，也

使得节目创作的视角相对单一。尤其在自媒体

迅速发展的当下，农民群体也有“发声”的需

求，他们通过互联网平台直接进行“主体化”

内容创作，从而获得身份认同。这就造成了传

统对农电视节目受众的流失。

（二）视觉体验单一化

在电视节目中视觉体验是最直观的，电视

通过吸引注意力而产生影响力。正如保罗·莱

文森所指出的那样，从媒介进化本身的规律来

看，媒介所具有的使用功能必定会越来越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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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实践

人类感官愉悦的要求，不管其外形设计还是其

使用方式，也必将会越来越符合人的审美需

求。④随着5G技术的普及应用，“家庭场景智能

中枢”的电视进入农村家庭，4K、8K、杜比

全景声等将能够充分发挥电视的纵深感、场景

感，AI 赋予人际交互、多屏互动等功能。但从

目前的电视对农节目来看，在视觉化呈现上相

对比较传统，在VR/AR内容创作领域的探索有

限，在科技加持下的“新大屏端”呈现中缺乏

表现力和艺术力。同时，传统媒体对农节目在

“小屏端”的创作，大多是把大屏的横板素材，

上下加边框和文字转为竖版视频，这样简单的

画面重构，实际上未能实现“小屏端”的良好

视觉体验。大屏转小屏应该是视听语言、叙事

节奏以及内容逻辑等在内的全面重构。

（三）智能生产滞后化

在“四全媒体”政策导向和5G媒体生态背

景下，传统媒体的融媒体发展，不仅是内容融

合、受众融合，也是平台和技术融合，完成采

编队伍的智能化的升级。学者表示，媒介信息

产品的编辑智能化将加速度推进，从初期的采、

编、发单个环节应用逐步渗透到媒介信息产品生

产传播的全流程环节，并形成“中台化”的生产

传播平台，即媒体智能编辑部，从而将编辑场域

从人工发展阶段推进到智能场域阶段。⑤据调研，

目前对农节目的采编团队在人工智能新技术的

应用上，大多还仅停留在语音识别生成字幕的

功能。从策划、选择、加工、分发到反馈，都

还仅是依靠传统的人工完成。相较于与互联网

的大数据监测、量身定制、精准推送的智能创

作模式，传统媒体对农节目发展相对滞后。

二、人工智能为内容生产精准赋能

媒介是人的延伸，同样的，媒介也是人的

全面发展的赋能形式。内容生产的数智化赋能

的意义，实际上就是将传统的媒体人和媒体工

作从海量信息和海量诉求中逐步解放出来，实

现对媒介形式创新与时代适应的第一步。

（一）内容采编精准化

在海量信息时代，受众获取信息的方式更

加多元，但对信息获取的精准要求也就更高。

因而，新时期的对农节目，需要提供给受众的

是能够精准服务受众的“知识”，而并非一闪而

过的“信息”。人工智能在节目选题内容阶段就

可提供很大的支撑作用。在这方面，例如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成立了“人工智能编辑部”，就有

覆盖全球的智能传播效果评估系统——“智

晓”，可以对热点事件的传播强度、趋势、效果

进行实时可视化呈现，帮助编辑快速判断选题、

紧跟舆论热点，提升内容选题的精准性。同样，

通过科学研判第一时间发布有针对性的内容，

也才能促进对农节目精准化地实现“急农民所

急，想农民所想”的适农优化，大大提高节目

的时效性和关注度。2019 年 9 月，衢州台投入

1000万元专项资金创新建立乡村振兴融媒体中

心，打造运营乡村振兴全媒体智慧平台，作为

五位一体运作体系中的“智慧大脑”，实现了大

数据智能化定制、跟踪、提醒、反馈、分析和

考评，精准推送到全衢州市155万村情通用户。

（二）节目采编高效化

传统对农的节目需要经过选题、定题、策

划、拍摄、剪辑、包装、校对等相对复杂的过

程，并且都需要人工完成，媒体人常常为了赶

时效加班加点，还是无法追赶上互联网的制播速

度。通过人工智能辅助采编工作，不仅能够实现

24 小时持续工作，并且速度快、效率高、出错

少，较好地改善专业人口少、节目成本高等问

题。如《钱江晚报》与微软共同打造的机器人记

者“小冰”，就能够实现新闻快速采编。同时和

其他写作机器人不同的是，微软小冰程序中加入

了情感框架算法，基于受众喜爱度的大数据分

析，创作符合读者心理的作品。同时，通过科大

讯飞的人工智能语音识别转写功能，可以快速识

别不同的语言 （含外语和方言） 转换成文字，

前期可以帮助编辑迅速整理素材，精准定位有

效素材，后期也可以运用于节目的唱词字幕整

理。这都可以缓解当前对农节目采编团队人员

紧张的问题，也可以提升节目组的运营效率。

（三）素材供给稳定化

调研发现，受众对节目的信赖度和忠诚度，

与对农节目制作团队的专业性和稳定性都有着

紧密的联系。对农节目的稳定性是形成节目可

靠的品牌口碑的必然要求。因而素材供给的稳

定化，是吸引农民对电视对农节目持续注意力

的前提条件。数智化赋能的应用，一方面，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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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大数据的意见筛选、机器人新闻写作等技术

应用，不仅弥补了对农节目发展进程中，制作

团队人员不足、流动性大、水平参差等问题；

另一方面，智能传播技术与媒体资源、终端技

术的结合，也突破了传统电视内容的视觉局限，

提供了更具有节目创作质量和传播效力的内容

素材。数智化赋能的对农节目，实现“中央厨

房”理念，一次采集、多种生产、多元传播。

（四）内容审查科学化

为了使播出内容更加精确，广电传统媒体

有严格的“三审三校”的人工审查制度。这在

节目制播过程中相当耗费时间和人力成本，同

时也影响了节目制作到播出的时间，使得传统

媒体在海量信息涌现的适农化挑战中失去竞争

力。因而提高云端审核的内容识别精确化、敏

感信息可控化以及自主学习的结构化，都是适

应时代的数智化赋能的有机组成。通过AI人脸

识别功能识别是否有不能出镜的人员，通过 AI

文字声音识别功能发现错别字、敏感词和语法

问题，同时对于画面黑场、声音大小不稳定等

问题，人工智能也能够准确识别。例如，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的人工智能系统“融媒质控云矩

阵”拥有一套基于10年审核经验的信息知识图

谱，具有结构化程度高、分类完善、来源权威

等特点，也是全国主流媒体中首个达到商用级

别的融媒智控智能审核产品。⑥未来通过人工智

能技术对农节目的审核过程中，还需要建立

“农业智库”，对节目的内容也能够进行专业化

审查，确保输出的内容有效又高效。

三、增强用户体验，从跨界到产业

用户体验是满足用户需求、增进节目黏性

和实现媒体价值的重要基础，也是实现反哺内

容生产的必要发展。用户体验的数智化赋能，

具体体现在 AI 主播拟人化、节目传播交互化、

虚拟成像全息化与跨域合作产业化的发展趋势

上，这对电视对农节目的优化创新同样具有不

可替代的应用价值。

（一）AI主播具身化

AI 主播拟人化。即通过智能数据信息的获

取能力，并根据用户喜好数据精准推送定制化

的节目。2018 年，在浙江乌镇举行的第五届世

界互联网大会上，搜狗公司和新华社联合发布

“邱小浩”人工智能 AI 主播问世，随后诸如新

华社的“小诤”、总台的“康晓辉”、北京广播

电视台的“时间小妮”、湖南卫视的“小漾”等

AI 主播纷纷推出，引发行业对于新领域、新业

态的思考和探索。

国家广电总局发布的 《广播电视和网络视

听“十四五”科技发展规划》 指出，推动虚拟

主播、动画手语广泛应用于新闻播报、天气预

报、综艺科教等节目生产。在浙江地区，已有

广播对农节目尝试主播加上一个具有特定人设

的AI(人工智能)主播“小农哥”，调侃打趣，又

富有活力，给整档节目增添了一抹亮色。

不同于第一代AI主播机械化的表达，近年，

专家们持续探索AI主播的具身认知 （embodied

cognition） 和交互应用。通过智能算法，AI 主

播成为新的认知主体，实现认知主体与智能体、

身体与情景的自动进行、微秒反应的超级互动，

使 AI 主播集智能化、情境式、具身性于一体，

“善交流”“懂说话”，成为人们接触、介入、认

知和拥抱虚拟世界的智能新界面。未来，AI 主

播在对农节目中不仅可以高效快速地提醒农民天

气变化、耕作周期等内容，同时实现亲密的“人

机互动”，为农民群体排忧解难、答疑解惑。

（二）多元传播交互化

多元传播的交互化要求在更多元的媒体渠

道中实现更广泛的观众交互。源于互联网内容生

产的 UGC(User Generated Content，用户自

制) ，在融合文化场域中参与对农节目内容生

产，进行跨媒介叙事，其自主话语进入公众视

域，打破长期由官方视角、精英视角以及大众趣

味垄断的权力场域，开启了以农民为主体的叙事

时代。⑦疫情期间，杭州台《我的美丽家园》推

出了“云上E直播”，农民群体通过手机连线直

播的方式化身主播，展示个人才艺、为农副产

品代言。农民从单一受众变成了内容生产者，

用“第一视角”讲述美丽乡村故事，改变了传

播渠道的单向性，丰富了节目创作的维度。

融媒体时代，跨屏互动不仅是形式的相融，

更是文化的融合发展。融合文化理论中，“融

合”变迁的背后隐藏着话语权力的流动，带来

文化权力的结构性演变。⑧在“后真相时代”背

景下，人格化传播成为快速吸引流量、建立用

对农实践





BROADCAST
B
R
O
A
D
C
A
S
T

T
E
L
E
V
IS
IO

N

视听纵横2021·6

▲…
…

…

………

户群体的途径。2018 年，杭州文广集团与爱奇

艺签署 iPartner 浙江区域合作者协议，联手打

造 MCN （Multi-Channel Network） 网红经济

运作平台，在资本的有力支持下，保障内容的

持续输出，从而最终实现商业的稳定变现。对

农节目在创作者的挖掘和培养中，打造农村传

播的网红级人物，开辟地方特色产品的网络直

播带货领域，从而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和电视对

农节目的转型升级。

（三）沉浸体验全息化

传播革新的生命力源于技术的发展，智能

语音、全息投影以及增强现实等技术的繁荣发

展，逼真的虚拟现实将会为电视与用户之间的

互动注入“眼见为实”的信服因素。利用增强

现 实 AR （Augmented Reality） 与 虚 拟 现 实

VR （Virtual Reality） 相结合，产生出全新的

感 官 体 验 —— 沉 浸 式 虚 拟 现 实 （Immersive

Virtual Reality）。沉浸式体验 （Flow Experi-

ence） 让个体将精力全部投注在某种活动中以

至于无视外物的存在，达到忘我的一种境界。

在我省，电视对农节目中增强现实 AR 技

术已有相对成熟的运用。如长兴台 《走乡村》，

用 AR 技术在演播厅构建出了金黄稻田、彩蝶

纷飞的物象，描绘了“稻花香里说丰年”的立

体化场景，弥补了县级电视媒体实景演播厅相

对空间狭小和置景单一的问题。陕西农林卫视

《中国农资秀》 利用 3D 全景虚拟现实 VR 技术

构建360度全景展示平台。通过VR拟现实技术

实现农村、农资企业、大型农场、农业科研机

构、瓜果采摘园等进行全景展示，让人们更加

直观地了解最为真实的农业现况。虚拟成像全

息化的本质是让观众从“我在看”到“我在场”

的突破和发展，由视听到感受的本质蜕变。

（四）跨域合作产业化

电视对农节目的数智化赋能，看似需要大

成本的投入“烧钱”行为，但实际上这或许是

传统媒体突破产业壁垒与新兴产业融合发展的

方向。譬如，前瞻研究院数据调查显示，2020

年我国 VR/AR 行业市场规模达到 413.5 亿元，

同比增长46%。随着技术日趋成熟，VR/AR在

各领域的应用逐步展开，预计 2023 年，我国

VR/AR行业市场规模将超过千亿。还有资料显

示，各项智能技术也已经逐步运用于农耕生产、

农林设计、农机操纵等多种农业场景，并有着

良好的发展势头。这不仅奠定了虚拟成像全息

化的终端基础，实现节目呈现的形式创新和内

容创新，更重要的是，为跨域合作的产业化做

好铺垫，打破产业壁垒，探索传统媒体和新兴

产业的融合发展之路。

四、结语

当前，媒介生态、市场环境、收视群体、

观看模式等都在急剧变化。通过数智化赋能实

现对农节目的适农化优化改造，服务是宗旨、

发展是目的、技术是手段、创新是路径。从传

统媒体崇尚“内容为王”的创作思路，到新时

期形成的“内容+技术+产业”的发展模式。新

媒体时代背景下，传统媒体更应打破媒介壁垒，

拓展传播渠道，构建产业体系，为农村百姓代

言，为乡村发展谏言，为推进“十四五”规划

实施、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贡献媒体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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