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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优论坛

李 欣 王琦然

好声音讲述中国故事好声音讲述中国故事
好创作坚守内容阵地好创作坚守内容阵地

——2020年度浙江省广播电视新闻奖广播获奖作品评析

闻访谈节目 《“寻找人人能懂的视觉符号”杭

州亚运会会徽主设计师袁由敏专访》，通篇介绍

会徽设计的理念和过程，并无新闻事实和价值

的筛选和提炼，形同文化专题。再比如，《杭州

渣土偷倒治理何去何从》 这样一些连续报道，

由于调查挖掘能力不足，最后散点罗列、虎头

蛇尾，内容呈现碎片化，信息量小且问题揭示

肤浅。同时还有一些主题报道或表态采访多，

主观评价多，或视角平庸，大词充斥，缺少事

件的支撑、细节的开掘和背景的关照，从而陷

入“自娱自乐”的传播困局。

哲学家贝克莱说：“存在即被感知”。我们

的电视新闻如何被观众感知，从而刷出存在感？

这就需要我们重塑对职业的敬仰、对专业的坚

守，而不是随波逐流，或仅满足于抖音上的肾

上激素飙升。可以说，在新媒体环境下只有坚

守新闻人的专业价值和职业操守，才能让人注

目并拥抱。因为互联网的背面在于情绪和偏见

的盛行，人们正在变得像圈养的“宠物”，丧失

对社会的真实认知和思考，而这恰恰也是专业

新闻存在的价值。已故电视人陈虻说过一句话：

“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了为什么出发。”

说的正是这个意思。

（作者为浙江传媒学院教授）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传统媒体生态受

到用户内容生产乃至于机器内容生产的挑战，

而有效利用与整合社会资源，多矩阵传播，发

挥内容优势，成为了传统主流媒体破局的关键。

2020 年度浙江省广播电视新闻奖共设广播

与电视两个类别，消息、连续 （系列） 报道、

评论、新闻专题、社教专题、现场直播、新闻

节目编排、新闻访谈、社会活动九个奖项。在

广播参赛作品中最终评选出一等奖14件，二等

奖 23 件，三等奖 32 件。总体而言，本次参赛

作品选题切口精准具体，国策民生有机结合；

采访工作扎实，调查深入全面；同期声配合良

好，场景真实感人。但也存在着部分作品缺少

新闻性、后期处理不足、表述严肃刻板等问题，

对此本文将一一作出评析与回应。

一、旧坚守与新变化

（一）坚守“内容为王”

新媒体技术驱动下，传媒生态重构，传播

方式、规则发生重大变革，作为新型主流媒体，

必须以推进媒体深度融合为抓手，着力提升内

容生产能力、公共服务能力等，发挥主流媒体

在资源整合方面的优势，坚守内容阵地。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内容永远是根本，融合发展必

须坚持内容为王，以内容优势赢得发展优势。”

主流媒体具有采编队伍专业、信息渠道权威、

采编流程规范等内容生产优势，更需大力发挥

长处，避免在追求渠道分发的浪潮中摒弃原有

优势。深入基层也要深入群众，全面提高舆论

引导能力，扩大主流价值影响力。获奖作品中

充分体现了新闻人的热度与温度，既有对热点

痛点紧咬不放的新闻热忱，强调铁肩担道义的

社会责任感；也有亲切细腻的讲述，以人情味

打动人温暖人。好的作品既要有好的传播，也

要注重思想引领与服务人民。优质内容的打造，

无论什么题材什么时代，都应当成为输出的重

点。受众在哪里，新闻舆论工作的触角就要伸

向哪里，以受众为主，打造人民喜闻乐见的节

目才是真正的“内容为王”。专业媒体如何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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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旋律，首先要定好位，要有目标感和方向感。

只有以国家和人民的关心方向为专业媒体的关

心方向，才能做出强内容，才能充分体现专业

新闻人的水准。

（二）强调互联互动

媒介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媒介空间互动的变

化，从原来的单一型互动转变为复合多样性互

动。让网络空间成为凝聚共识的新空间，不仅

需要我们坚持导向为魂还需要移动为先，顺应

信息技术发展趋势，紧跟信息革命步伐，充分

运用新技术新应用创新媒体传播方式，占领信

息传播制高点，强调互联互动，重视优质内容

输出的同时强调输出渠道与反馈。即使是在广

播作品之中也不例外，作品中出现了通过大量

互动维护话题热度的新趋势。实现话题内容再

创造，打造地方品牌影响力，在互动中实现良

性循环。《扶贫干部的158本工作笔记》中记者

同步采制短视频在微博、央视新闻、人民号等

多个平台推出，不少网友留言点赞。专题还获

评国家广电总局2020年第四季度优秀广播电视

新闻作品。多途径互动、多渠道分发为优质内

容的推广与话题发酵形成推动力，百姓选出好

作品，也让好作品被更多的百姓看见。《湖羊西

行入川东》 也最大发挥了直播的互动性，共收

到听众互动信息5600余条，后台视频、照片发

送23200条次。

目前我国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与改革正

在进行，以浙江为代表的全省“一片云”，依托

技术平台，实现县级融媒体中心信息转化与互

动、传达与接收、共享与发展。本次大赛各县

级媒体单位能实现高质量新闻作品的产出，也

离不开相互联系、共同发展融媒体发展思路。

这种一同采集、分发创作新型主流媒体创作模

式，也为新闻作品高效收集前期资料、夯实新

闻基础素材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面对县/区

民众具有互识度高、区域交流频繁、互动性强

等特点，发挥地方传统媒体特色，融入新媒体

技术与模式，更新原有传播模型与观念等相应

举措也在本次参赛作品中得以体现。

二、本次广播获奖作品的特点

本次广播获奖作品在主旨选题、采访工作、

情感表达上都有创新突破。总体而言，主要呈

现出以下三个特点。

（一） 心怀天下：选题切口精准具体，国策

民生有机结合

在本次作品中，一部分媒体呈现出关注国

家宏大叙事，强调主流媒体家国情怀的特点。

在 《大陈岛：决胜小康》 专题中，作品聚焦习

近平总书记曾经嘱托过的“建设小康的大陈”，

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非同一般的政治意义和

新闻价值。生动展现了大陈岛小康的坚实脚步

以及当地干部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全面展示

了大陈岛居民幸福的小康生活。评论 《投产成

“难产”，“三服务”不能只挂在嘴上》中，以实

际案例揭示“三服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评

论贴合实际、见解独到。该评论播出后，听众

通过各种形式广泛参与讨论，收获了良好的社

会反响，形成了舆论倒逼部门开展自查，深入

查找问题的良性循环。该评论贯穿于采访到问

题最终解决的全过程，充分体现了深化“三服

务”需要树立一切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真正

从政策层面、改革层面打通壁垒，融化坚冰，

为社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扫除障碍。在 《用青

春力量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衢

州市推进8090新时代理论宣讲述评》中，围绕

理论宣讲特色和群众的关注点，对构建衢州今

后的新时代理论宣讲工作新格局有较强指导作

用，对其他地区探索创新青年思想政治工作和

开展新时代理论宣讲工作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另一部分媒体则更关注地方性特色选题，

突出地方媒体更强的接近性。在作品 《“世界

遗产”白沙溪三十六堰：欢歌千年传承水利智

慧》中，白沙溪的水利建设工程得以全面展现，

人民智慧硕果不仅用丰富的音效让人有如历史

重现的感觉，增加专题的可听性；同时本篇专

题还增加了记者现场的采访录音，增加了专题

的现场感，让人有身临其境的感受，在可听性

的基础上提升了现场感，让科普有了落地感，

是一篇优秀的科普社教专题。而在直播 《湖羊

西行入川东》 中，湖州广播直播间充分把握了

湖羊西行这一故事的特色性，以湖羊再入川为

背景，抓住湖羊种羊抵达这个节点，在直播中

把羊的动态和农旅项目的建设情况进行实时

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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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脚踏实地：采访工作扎实，调查深入

全面

本次获奖作品各媒体单位普遍采取了大量

长期的调查采访，以前期夯实的数据基础及素

材应用，铺就了一篇篇丰富全面的新闻作品。

这不仅体现了好的作品需要时间和精力的打磨，

更表明了对前期策划的重视。好作品不只是写

出来的，更是“走”出来的。在 《扶贫干部的

158 本工作笔记》 报道中，记者前后历时三个

多月时间蹲点衢江，选取20年扶贫历程中的典

型案例，采访亲历者，生动讲述当地因地制宜、

攻坚克难的扶贫故事。通过 158 本工作笔记这

一载体，表现一位老扶贫干部 20 年的经历。

《“非粮化”困局如何破解？》 中，记者历时 1

个多月走访了绍兴3个区 （市、县） 9个镇街的

14 个村，采访了 30 余名农户、近 20 名农村干

部、8 名专家学者和绍兴市内外 5 个“非粮化”

整治成功案例，掌握大量一手资料，深挖问题

本质，探索解决路径，充分体现了记者作为社

会瞭望者的职业担当。在评论 《立“一部法”，

搬“三座山”，浙江民营经济发展迈向新春天》

中，从立法调研到《条例》起草、审议、通过，

浙江先后召开省市县各类座谈会、论证会50余

次，浙江之声记者参与了三分之一以上。正是

这样的脚踏实地，事必躬亲，才能对扶贫、经

济发展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议题，做出合理

解读与阐释。也正是这样，才体现出专业媒体

人的职业精神，不断推向媒体融合纵深，打造

主流媒体“四力”精神。

（三） 以情动人：同期声配合良好，场景真

实感人

声音是有温度的记录，情感是最有效的传

递。在广播作品中如何有人情味地讲述动人故

事，还原真实场景是亘古不变的话题。这次的

获奖作品为我们提供了大批优秀的声音素材使

用案例。不论是被采访者的亲历讲述，还是大

量环境音带来的现场紧迫感，都在有限的创作

空间内，实现了无限的巧思。合理高效的声音

素材利用，巧妙地调动起听众的情绪，在短时

间内实现情感共鸣。正如在展现抗疫大背景的

作品 《约定》 中，主人公在身心遭受疫情重创

之后面对新闻记者敞开心扉，深情讲述其独特

的经历。原声的使用将细腻的情感、真实的表

达与史诗般的抗疫背景融合一体，令听者为灾

难磨砺后的坚强深深打动。在 《“世界遗产”

白沙溪三十六堰：欢歌千年传承水利智慧》中，

使用丰富的音效，让人有如历史重现的感觉，

增加了专题的可听性。同时本篇专题还增加了

记者现场的采访录音，增加了专题的现场感，

让人有身临其境的感受，在可听性的基础上提

升了现场感，让科普有了落地感。在直播报道

《迎战新安江“九孔泄洪” 一个都不能少——

杭州富阳新沙、五丰两岛历史首次全岛大撤离》

中，记者直击第一现场，充分运用口述、采访、

背景音效等手段，真实展现了党、政、军、民

众志成城抗击洪水的真实场景。丰富的音效还

原了现场振奋人心的多方配合，也体现了记者

积极践行“四力”、讲述好故事、真情暖人心、

传递正能量的责任与担当。

三、本次参评作品的不足与建议

（一） 舍本逐末：部分作品缺少新闻性，亮

点不足

广播电台为听众讲中国故事，就是要讲那

些有思想性、新闻性的故事。记者不仅要能够

发现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生活中的

新方向，更要从现象中找出真问题，发现事实

内部错综复杂的矛盾点。如 《“猫头鹰哥”的

人鸟情》，描述了主人公一家与阁楼上做窝繁殖

的猫头鹰的深厚感情，但此类作品较难做到新

且实，同时缺少保护猫头鹰的典型事例。在强

调猫头鹰特点的时候，忽视了主人公本身值得

挖掘的方向与亮点。面对市场中浩如烟海的媒

体作品，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甚至传统媒

体内部皆是百花齐放争奇斗艳之景。实现作品

的脱颖而出，保证内容质量仅仅是达到从业者

的及格线，稳扎稳打的同时更加精准犀利，发

现社会问题之外还能创造社会议题也为新时代

的媒体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讲求高质量的同

时，更要实现“对胃口 ” 。

（二） 技术欠缺：后期处理不足，视听节奏

拖沓

部分作品在声音采录和降噪处理方面还存

在一定的问题。部分采访原声没能保持较好的

清晰度，影响收听感受。广播节目中，音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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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生华 裴梦茹

广播新闻类作品创优广播新闻类作品创优：：
凸显新闻性和广播媒体特色凸显新闻性和广播媒体特色

——2020年度浙江省广播电视新闻奖消息、连续（系列）报道、
新闻访谈、新闻节目编排四类作品评选综述

好听动听可听保障了媒体的品牌影响力与核心

竞争力，除了对主持人主播语言上的要求以外，

在场景原声与采访原声的采集与处理中，对于

噪音的处理和有效段落的筛选也分外重要。同

时也存在着节目节奏把握不当的问题。部分节

目的节奏过于拖沓，表述内容冗长而不能实现

及时的段落划分，容易使观众调动起来的情绪

流失。注意力成为当今时代的稀缺资源，而广

播作为缺少视觉传播的一种媒体，如何牢牢把

握用户的注意力将面对更大的考验。快速切入

主题、引导观众情绪、调整视频节奏都将成为

广播创作者重要的竞争力打造方向。同时这也

是提升作品创作质量、适应时代发展、讲好中

国故事的重要前进道路。

（三） 风格严肃：表述刻板，缺乏话语下沉

意识

大多数作品都能较好把握作品风格，运用

贴合动人的表述方式以真情实感讲故事、讲新

闻，但是也依然存在着部分作品官方话语痕迹

较重、语气用词不够亲切的问题。主流媒体在

报道中的身份定位与传播效果需要取得平衡，

如何在讲好重大议题与调整话语模式，实现官

方媒体话语下沉中还需摸索出适合各级媒体自

己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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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研究生）

广播新闻类作品创优需要注意新闻性和广

播媒体特色。这一要求听起来似乎是常识，但

在2020年度浙江省广播电视新闻奖消息、连续

（系列） 报道、新闻访谈、新闻节目编排四类作

品的评选中，恰恰是发现问题最多的两个方面。

有没有较好地体现新闻性和广播媒体特色，往

往成为广播新闻类参评作品能否创优拿奖的

关键。

一、广播消息作品需要短小精悍

广播消息的优势除了符合听觉接收规律之

外，就是短、快、新。新媒体的发展，让人们

逐渐养成了“刷”短视 （音） 频的习惯。因此，

广播消息真正地短下来，已成为当务之急。

2020年度浙江省广播电视新闻奖评选与往年相

比，规则变化之一，就是取消了长消息和短消

息类别之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就不需要短消

息，更不是说，消息参评作品时长就一定要用

足文件规定的上限 4 分钟，而是要宜长则长，

宜短则短，要有实实在在的信息含量。据统计，

此次参评的 53 件广播消息作品中，时长超过 3

分钟的就有 34 件，占比高达 64.2%。其中时长

超过 3 分 50 秒的有 11 件，有 4 件作品时长都是

3 分 59 秒。时长超过 3 分 30 秒，如果不是有厚

实的内容，听起来就会让人感觉冗长。广播消

息作品时长恰好做到 3 分 59 秒，专门为评奖而

制作的意味也显得十分明显。此次评奖中，有

一些广播消息作品就是因为过于冗长而失利。

如 《宁波舟山港海域全域用上“中国芯” 612

座公用干线航标实现北斗遥测终端全覆盖》，时

长 3 分 48 秒。本来导语表达新闻的核心事实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