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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 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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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并村之后》的创作

创新创优

了这些干部跟自己一样，都是为了村子更好。

周望东的这个从“无助”中生长出的“曲线工

作法”，透着浙江基层干部的智慧和韧劲。

“真性情”往往连接着“真问题”，只有设

身处地地去理解和解读被采访对象，消除被采

访对象与记者间的陌生与隔阂，才能在“真性

情”的展示中达到准确的主题表达。

蹲点报道对记者是全方位能力的检验，需

要在不断走进新闻现场，走近基层矛盾的过程

中，主动发现改革新痛点、新动向，探索破解

问题的新方法。这要求记者在做好报道的同时，

时刻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真实需

求为核心传播目标，不断加强对改革政策的判

断力，以在基层又不局限于基层的开放思路，

精准把握基层发展方向，提炼宣传主题。以

“发现力”为引领，激活更多一线记者的拍摄思

路、角色意识和使命感，把更多有意思、有意

义的基层改革探索写进时代、写进群众的心里，

加速推动基层治理的现代化进程。

（作者单位：浙江广电集团融媒体新闻中心）

2019 年是全国深化基层治理，加大力度推

进“并村”改革的攻坚年。在全面推进基层治

理现代化的当下，如何把基层故事拍得更真实，

更生动、鲜活，迫切需要我们找到更为合适的

拍摄方法。在 《“并村”之后》 的报道中，温

州永嘉的并村涉及到 933 个村合并到 449 个新

村或社区。如何从有限的画面里挖掘出更多精

彩的信息，讲述村民身边真实的故事，这给我

出了一道难题。憋着一股劲儿，我下决心要结

合本地特点，从小处、细处着眼，选取富有代

表性的事件，深挖背后的矛盾冲突。同时以

“场景”激活，并强化“过程价值”，从“并人、

并事、并心”三个角度，围绕岭根村缺水、江

枫村发展规划、新龙前村修路等事件场景，不

断挖掘矛盾解决的过程，把问题放在故事化、

场景化中加以展示，解决问题的答案也在跟踪

记录中得以呈现，以此记录这场中国乡村行政

改革中浙江基层的探索和实践。

一、在矛盾中寻找“亮点”

“矛盾和冲突”是新闻报道场景化表达最生

动的表现。抓住这个“亮点”，会给画面添加更

多“活力”。“并村”之“后”这个时间段，正

是基层矛盾集中爆发的“窗口期”，也是基层治

理亟待破解的“干部能力提升、干群关系融合、

发展方法转变”三大典型难题的凸显期。

我们一开始的拍摄并不算顺利，每天从早

拍到晚，却依然没找到“感觉”。然而在200多

名村干部的培训大会上，始终紧锁眉头的社区

书记胡秀忠，却进入到我的取景框中。他所在

的红星社区刚刚合并了 6 个村，第二天就要举

行第一场民生实事“八选五”推进大会，到时

候干部们都会带着各自“并村”前的利益纠葛

有备而来，这让他烦心得很。听到这，我预感

明天的推进会肯定会“出戏”。和记者沟通后决

定，我和永嘉台的摄像明天会将镜头重点“照

顾”之前有矛盾的两位村干部。同时为了让发

言者更自然，我们打算收起话筒，改用现场同

期声拍摄。

推进会上，讨论刚开始，两位村干部就因

为自来水的矛盾发生了争执。由于面前没有话

筒，他们的话语就更直接、鲜活，时而激动时

而尴尬的面部表情也被抓拍得一览无余。中途

休会投票的时候，原本随意坐在一起的他们，

纷纷激动地拉开椅子，又按照原来的村扎堆起

来。这样自然爆发、真实的矛盾现场，我已经

很久没有遇到过。散会后，争吵的干部碍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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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勉强握了手。在这个节骨眼上，我领会到了

记者的眼神赶紧镜头追上。其中一位干部压抑

不住的情绪随即被“点燃”：连水管都不给我们

通，还并什么村？这个自然流露的瞬间被镜头

很好地捕捉了下来。在接下去的两天里，我和

记者继续追踪拍摄村干部如何协调矛盾。双方

到对方的村换位走访，换位思考，让之前各管

各事的村干部慢慢打开了心结。

从一开始的“迷茫”到村会上寻找到“亮

点”，“真实”让画面“鲜活”了起来。而只有

对复杂现场有准确的预判，才能向观众传递现

场的“生动”。

二、别把“停机”当成习惯动作

通常当记者手里举着的话筒放下时，大部

分摄像都会习惯性地选择停机，殊不知这才是

被采访者表情最自然、谈吐最放松的时刻，而

且往往会在不经意间说出几句重要的话来。这

时候如果再开机必定会错过重要的时刻。所以

我的习惯是记者采访完后继续保持开机状态，

随时应对“突发情况”。《“并村”之后》 的拍

摄让我对这点体会更深：对于过程的记录，决

定了蹲点报道的“深度”。我们要尽量让人物自

己说话，说“自己”的话。在这组报道中，解

说词与现场同期声占比几乎是1∶1。

为了“并心”，红星社区特地举行了“并

村”之后的第一场拔河赛。在比赛过程中，有

一位村干部却手拿文件时不时穿梭在热闹的拔

河队伍中，显得有些格格不入。我们迅速将镜

头对准了这位追着新社区书记的村干部金潘根。

原来他一定要在新村规划文件上加上之前的名

字“南垟”。那天我们就一直跟着这个爱较真的

老金，大段大段连续拍摄，记录了完整的事件

发展过程，让人物在场景中自如说话，搭建完

整的故事情节。

当镇党委书记拿出新村规划，详细讲解如

何以南垟红色教育基地为核心，更有系统地打

造农旅产业发展长期布局时，老金紧锁的眉头

终于舒展开了，说：“刚才说的我听懂了，也理

解过来了，现在就是一家人了。”

从为了“一根水管”的争吵，到对新村规

划中“两个字”的较真，干部之间关于理解、

信任的情绪博弈、思想斗争，清晰地展现在镜

头里。我们通过连续、成组的记录，用“现场”

展示“现场”，从而代替了之前大段大段的解

说词。

三、细节决定“得失”

蹲点报道本身是有“温度”的，里面充满

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各自带有“或冷或热”的

情绪。在这次的拍摄过程中，前前后后直接或

间接参与的基层干部、群众超过 100 人，因此

细节的描写至关重要。当人们聚在一起谈论某

个片子或节目如何时，往往都是列举最有感染

力的细节镜头或几句动人的话语。有细节，人

物才能显得丰满和完整，人物在场景中才会变

得真实可信，从而增加整组报道的生动性、感

染力和深度感。

并村一个多月后，眼看其他村的大项目不

少已经陆续开工，自己村却还徘徊在“村庄整

治”这一步，新村村主任周望东和村班子们

十分着急。为了尽快让村民融合起来，活动

组织了不少，可当真要推进拆违建，却困难

重重。在新村环境整治的动员大会上，江枫

村村主任周望东苦口婆心一再动员，台下依

然一片沉默。

隔天到邻村做拆鸭棚群众工作的拍摄异常

艰难，一群大伯大妈围过来推搡指点，虽然我

听不懂温州话，但能猜到他们在指责周望东。

徐阿姨囔囔的嗓门最大，一直摆着手拦着想进

门沟通的老周。老周没办法，干脆拉住徐阿姨

的手，邀请她坐自己的车去看看村口那张新村

大规划。被磨得久了，再加上心里一直的不理

解，徐阿姨勉强上了车。老周对着规划一番详

细讲解后，徐阿姨原本激烈的情绪终于有所缓

和，开始眯着眼睛凑近看起了规划，也慢慢地

理解了身边这群干部也是为了村子更好。

什么是好摄像？我理解首先他是一个思考

者，他能在复杂的环境下捕捉到生动、形象、具

体和富有想象力的典型画面，能将观众“带入”

到新闻事件中，并能引发观众在观看后的思考。

做好蹲点报道，不是简单地记录，而是要通过对

典型的人和事的跟踪采访，挖掘到鲜活的新闻素

材，提炼报道主题，将新闻与群众很好地联系

起来，使观众能够看到新闻的真正价值。

（作者为浙江广电集团融媒体新闻中心摄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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