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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府性资源，《山海经》 组建了“业务人员+

编导摄像+主持人”的服务专班，为每个合作单

位及乡镇配备一支服务小分队，要求服务小分队

做到“常联系、多策划、勤回访”，主动挖掘新

闻题材，高质量完成每个单位及乡镇的合作项

目。同时，为了推动服务人员的积极性，栏目将

政府性资源合作的2%作为采编人员的绩效考核。

再次，提升服务，提的是“个性化服务”

的能力。根据合作乡镇的实际需求，今年 《山

海经》 推出了私人订制式的服务清单。例如，

在与黄岩区头陀镇的合作上，合作内容中就涉

及到了短视频的拍摄、制作、推送以及抖音代

运营。这也是该镇较为看中的内容，他们要求

全年拍摄、制作、推送短视频 100 条，全年实

现粉丝量3万以上，包括主持人代言头陀产品。

仅头陀镇的合作，就带来了60万元的创收。

在提升服务拓空间的同时，对农节目还要

具备对农经营产业意识，利用节目的传播优势，

将受众流量转换为线下消费力，从而反向推动

节目品牌的深入人心。

2020年10月台州广电5大融媒产业项目正

式落地，台州广电乐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成立，

首次试水实施“公司+项目+频道”的产业运行

机制，这也是对农节目产业化发展的新路径。

四、结语

对农节目要改革谋发展，离不开高质量的

节目做依托。对农节目要创收求生存，更离不

开高质量的节目做支撑。但同时，节目要想实

现可持续化发展，节目创收又是现实基础。

近年来，《山海经》 通过创优实现节目提

质，这项工作不仅提升了节目品质，更重要的

是，通过品质提升，赢得了节目好口碑，好口碑

带来了新合作。新合作新创收，以创收反哺节目

发展。截至目前，栏目人数从 2015 年的 8 人增

加到了23人，采编力量的充实是出精品，打造

优质节目的基础，而这一切要靠创收来实现。

当下媒体行业竞争虽激烈，但进入新时代，

乡村却是大有作为的广阔新天地，对农节目也

迎来了发展的新契机。创优和创收从来都不是

独立的个体，只有二者实现“双轮驱动”才能

真正助推对农节目向着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前行。

（作者单位：台州市广播电视台电视公共频道）

摘要：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和智能手机的普

及，推动短视频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方式。

在短视频领域的探索中，时政的影像表达呈现

出越来越多的影视化特征。本文从业务实践的

角度，分析时政短视频影视元素的运用，以期

促进时政短视频制作水平的再提升。

关键词：新媒体 时政 短视频 影视化

时政新闻是国家政治生活中新近或正在发

生事实的报道。长期以来，时政新闻的影像语

言特点鲜明，它讲求规范，不追求跌宕起伏的

故事情节，也不追求眼花缭乱的视觉冲击，以

稳定的镜头和画面反映客观事实。新媒体短视频

的出现，丰富了人们在影像时代的视觉体验。传

统的时政新闻积极适应受众新的信息获取方式，

在短视频领域开疆拓土，用从未有过的叙事范

式记录下重大政治生活。在这一过程中，时政

短视频的制作呈现出越来越多的影视化特征。

一、背景：信息传播新秩序的建立与适应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智能手机的普及，打破

了短视频消费的时空壁垒。截至 2020 年 6 月，

我国短视频用户规模为 8.18 亿，占网民整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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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用户规模较 2020 年 3 月增长 5.8%。①凭

借灵活生动的呈现形式，短视频已经快速成为大

众接收和传递信息的主要方式之一。

在这种背景下，以人民日报、新华社、央

视和浙江卫视为代表的中央和地方各级主流媒

体，积极拥抱“短视频”的新赛道，在时政短

视频领域竞相布局，谋求传统时政报道融合创

新的新突破，在有限的注意力市场开拓新版图。

在各大媒体精耕细作的过程中，时政短视

频向着专业化、精品化方向快速迈进，画面处

理、音响表达以及后期包装上呈现出越来越浓

的影视化色彩。

二、时政短视频的影视化特征

（一）手持摄影的广泛参与

时政短视频需要用影像来完成叙事使命。

传统的时政摄像遵循的首要准则是规范，天然

追求三脚架稳定的构图，以凸显中立和客观。

短视频的出现，让手持摄影的方式走进时政新

闻的领域。

事实上，在影视实践中，手持摄影技术存

在已久。早在 19 世纪 20 年代中后期，一些摄

影机厂商就开始开发小型便携式的电影摄影机，

来满足电影拍摄的需求。如今，手持摄影不仅

广泛应用在影视拍摄上，也广泛活跃在时政新

闻业务中。Gopro，DSLR，360°相机等等，

这些便携设备时常出现在时政摄像的技术清单

之中。

2020 年 3 月，习近平主席出席二十国集团

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之际，央视发布

时政短视频 《命运与共 全球战“疫”》。爆闪

灯从隧道呼啸而过的救护车、被紧急推往急救

室的病床、携带急救设备匆忙行走的医护人员

等，短片一开始使用一连串跟随拍摄的颠簸的、

不稳定的画面，一下子就把受众的记忆拉回到

疫情防控最初阶段的紧张、恐惧之中。这就是

手持摄影的魅力所在——从抖动粗糙的画质中

感受未经控制的真实。

镜头运动是手持摄影的题中应有之义。摄

影师哈斯凯尔·韦克斯勒说，“镜头运动是一种

视觉上的引导，给观众传达一种感觉，它是情

绪 化 的 、 符 合 逻 辑 的 ， 同 时 也 是 活 灵 活 现

的。”②手持摄影中晃动而非静止的镜头，不仅

不会消解重大时政现场的严肃性，反而让置身

其中的人和事鲜活起来，让受众不仅能“看

到”，更能“感受到”。2020年9月30日，在我

国第七个烈士纪念日当天，浙江社会各界代表

在杭州云居山浙江革命烈士纪念碑前，向人民

英雄敬献花篮。浙江卫视时政团队推出短视频

《铭记，是为了更好地前行》，记录这一庄严时

刻。短片使用 Osmo 手持云台相机拍摄，完全

区别于传统电视大屏的生产模式，在很大程度

上调动了受众的主观视觉。革命烈士纪念碑浮

雕的横摇、瞻仰纪念碑的各界代表低视角的推

拉、献花礼兵行进中的跟随升格等，片中使用

多种运镜手法，用焦距和景别的变化，真实而

完整地构建了云居山纪念图景，赋予画面第一

人称的即视感，将观者情绪带到烈士纪念碑前，

引发群体共鸣。

（二）听觉系统的的大幅调度

在影视作品中，突然紧张的音乐预示着危

险的来临，舒缓的音乐表明危机的解除。音乐

音效调动着观众情绪，推动着剧情发展，让影

片充满艺术张力。

时政短视频在叙事上出新出彩，除了在影

像呈现上多有影视拍摄技术的身影，在音效的

运用方面也多有借鉴。

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当天，央

视推出时政微纪录《致敬！以国家之名》。短片

以音乐和现场声为分隔符，将叙事分为表彰会

前、表彰会上两部分。视频以车载广播、电视

台主持人播发大会即将开始的消息声音打头，

为片中出现的人和事作了铺垫说明；中场以渐

弱的背景音乐，提示受众获表彰人员全部到场，

大会即将拉开帷幕；镜头一转，会场上掌声雷

动，军乐团奏响乐曲，表彰仪式隆重举行，总

书记的现场声勾起会场内外关于新冠肺炎疫情

的群体记忆，受众在精神层面达成共识。现场

声和音乐的组接，让表彰大会的宏大叙事有了

日常生活的落脚，跌宕起伏的历史镜像有了人

间烟火气息。

不同的声响符号表达着不同的情绪。时政

短视频中的声响元素不仅调动着受众的听觉系

统，强化叙事的节奏感，还配合着镜头画面，

增加对片中所记录事件的记忆和理解。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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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彰会前，升旗仪仗队正步行走时整齐的脚步

声、护送礼宾车队行进时摩托车的发动声、会

场外欢呼的人群声，都让受众切实感受到此次

表彰活动的盛大和受表彰人员的功勋卓著。

（三）后期包装的精致呈现

影片的制作，不只在于拍摄，更有赖于后

期的剪辑包装。时政短视频也在市场竞争中向

品牌化的方向迈进，不同的媒体机构在片头片

尾、色彩、特效等方面煞费心思，以凸显自身

特色，提升辨识度。

正如电影片头通常是影片公司的形象标识

一样，不同的媒体机构在时政短视频制作中都

植入自己的视觉识别体系。比如，《人民日报》

短视频的左上角是红字水印，承袭毛泽东所题

“人民日报”字样，与其品牌视觉风格相统一；

新华社短视频的左上角是方形蓝字水印，片尾

为“新华视点”字样，强化品牌认同；央视短

视频的标识平时以深蓝色为主色调，在传统喜

庆节日、重大活动期间，还另启用深红色背景

版本；浙江卫视则使用与“中国蓝”色调相一

致的“蓝莓视频”标识。

光影和色彩的介入与构造，给人以超乎寻

常的审美体验。电影 《辛德勒的名单》 中的红

衣小女孩，《红高粱》 中贯穿全片绚烂的红色

调，给人以强烈视觉冲击的同时，引发人们心

灵震撼。时政短视频在遵循真实客观的前提下，

也注重色彩的强化和营造。2020年初，习近平

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期间，央视推出时政微纪录

《绿色之变》。短片中，竹林在阳光中挺拔生长，

飞鸟在绿林中展翅飞翔，绿色的主基调和光影

的变换，不仅让镜头有了强烈的纵深感，也暗

喻着时光的变迁中，绿色发展理念早已深入百

姓心中。

特效是当今影视制作中不可或缺的技术手

段。在技术的支持下，虚拟世界不再只停留于

脑海，人类的想象力得以立体呈现。时政短视

频在制作上不再满足于传统电视的平铺直叙，

包装特效正成为媒体赢得注意力市场竞争的有

力工具。早在2017年，新华社就在短视频《领

航》 中，运用三维特效和历史照片再现了中华

民族苦难与辉煌的征程。其中，通过特效让一

双大手架桥、修路、启动风力发电设备，把领

航者的引领作用寓意其中，让人印象深刻。该

作品也凭借出色的创意和全新的叙事获得业内

专家认可，荣获第二十八届中国新闻奖融媒创

新一等奖。

三、结语

时政短视频运用越来越多的影视元素，呈

现出越来越多的影视化特征，让时政资讯更好

看、更耐看，既为提高时政新闻的传播力、引

导力、影响力、公信力提供了新的路径，也为

媒体机构的融媒转型探索了新的可能。但是，

在实践中，要特别注意把握影视元素运用的时

度效，避免过度追求形式而造成报道失焦，避

免盲目追求高点击率而导致时政新闻娱乐化、

低俗化。只有在遵循新闻规律的前提下，恰当

地借用影视手段，时政短视频才能制作出更多

受众喜闻乐见的产品，实现传播效果的最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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