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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科焱

电视对农宣传
要围绕“三农”追求实效

晚，都在用扎实的脚力与镜头

的细腻进行一一记录。其中

《用爱心守护的儿科医生》，作

品无论是文字还是镜头等都从

细节入手，在挤满患者的办公

室、小孩子此起彼伏哭闹声的

环境中，我们的镜头抓拍到的

是医生姜润松的“缓”与“柔”。

在一天的跟拍中，我们注意到

一个细节：口渴的姜医生喝水

总是抿很小一口。原来，这是

为了减少上厕所的时间，抓紧

多看几位病人，恰是这一细节

深刻展现了医生的不易。该作

品荣获 2018年度浙江新闻奖新

媒体短视频类二等奖。

好作品都是脚踏实地地采

制出来的。浙江省人大新闻奖

一等奖H5作品《代表入群！共

谋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记者蹲

守驻地会议现场、餐厅等任何

能约访代表的地方，专访嘉兴

市委书记张兵，金华市委常委、

义乌市委书记林毅，以及贝达

药业董事长丁列明等各行各业

的代表，畅谈如何推进长三角

区域一体化建设。报道推出后

也得到了听众、网友及领导的

点赞。

再比如，2018 年度新媒体

类直播一等奖作品《最美杭黄

看“浙”里》，本人策划了以“直

播接力”的形式，由记者与主持

人一路跟随首趟列车 D9551 从

杭州出发，并在列车车厢及列

车经停的各个站台发回现场视

频报道，让观众一睹这条串起

“名城、名湖、名江、名山”的黄

金旅游高铁线。同时，还邀请

铁路退休职工谭启晓，携妻子

见证列车首发，丰富直播内容。

这次尝试既在广播报道形式上

有了新突破，也锻炼了浙江之

声 新 闻 采 编 播 人 员 的 业 务

能力。

迈入融媒时代，新闻总是瞬

息万变，不变的是记者如行者

般不停的脚步，如同我们的“最

多跑一次”改革，永远在路上。

新闻前辈新华社国际部专稿中

心主任徐勇，用生命诠释了记者

该有的样子，我想这也应是当代

新闻人的缩影。掌握“看家本

领”、练就“真功夫”“好功夫”，用

热爱做新闻，才能为这个时代留

下有“温度”的新闻精品。

参考文献：

①陈振凯：《习近平新闻思

想讲义：一本书读懂习近平思

新闻思想》，《人民日报·海外

版》.
②梁衡：《记者札记—没有

新闻的角落》，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
③王水明：《闻新之道》，光

明日报出版社 .
（作者单位：浙江之声）

摘要：涉农领域是主流媒体

寻找和挖掘报道题材的富矿。

本文认为，在乡村振兴的伟大

实践中，电视媒体的对农宣传

要紧跟时代步伐，拓展报道视

野，丰富报道内容，优化报道形

态。当前要围绕“三农”追求实

际传播效果，在不断扩大受众

面、提高到达率的基础上，让此

类报道在目标受众中更加入

眼、入耳、入心。

关键词：电视媒体 对农节

目 传播实效

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基本

上都是有关“三农”工作的指导

性意见，而对农宣传、对农节目

也一直以来是主流媒体的重点

工作之一。进入媒介深度融合

时代后，电视对农更要与时俱

进、创新求变、抓住重点、体现

特色。笔者认为，当下的电视

对农要围绕“三农”追求实际传

播效果，就必须增强针对性、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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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指导性、注重贴近性，在满足

农村受众对信息的新需求、服

务农业生产与多种经营实践的

同时，积极反映新时代农民群

众的精神风貌。

一、增强针对性，以满足农

村受众对信息的新需求

融媒体语境下，电视依然

是当前农民获取信息的主要平

台和渠道，原因在于电视这种

信息媒介在农村地区的普及率

非常之高，不但获取信息的成

本低，文化程度要求不高，而

且获取信息的途径快捷方便。

不过，居于其次的农民信息获

取途径则以亲朋好友的人际传

播为主。笔者认为，优化涉农

信息的媒介服务是主流媒体义

不容辞的责任，更是电视对农

的重要内容。涉农信息关系到

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电视对

农只有不断增强针对性，才能

继续保持其应有的传播力与影

响力，让农民朋友能获得更丰

富、更科学、更精准、更实用的

信息服务。

让农民增加收入，是乡村振

兴的重要任务之一，也是农村

地区最大的民生问题。正因为

当下农民对获取实用信息的选

择性关注渠道依然以电视为

主，因此电视媒体更要正确认

识对农的固有优势，扬长避短，

把实行涉农信息的精准化传播

当作记者编辑努力的方向。

电视对农节目，是电视媒体

与农业发展关联的重要环节，

也是农业对接外界环境的重要

窗口。①嵊州市融媒体中心的

电视对农节目《大地春色》时长

15分钟，每周三期，编辑记者在

题材选择、采访拍摄时会充分

考虑当地农民的兴趣爱好及收

视习惯，在展现农村新貌、致富

典型的同时，会经常将一些最

新的权威信息和刚出台的农业

政策，准确及时地向农村受众

进行传播。许多农村受众反

映，看了这档节目后不但能及

时了解相关信息，学到更多实

用技术，体会到党和政府对农

民的关怀，还能够开阔思路，跟

上时代步伐不落伍。

在新一轮的媒体转型升级

过程中，电视对农节目要增强

综合竞争力，离不开记者深入

基层、扎根乡土，到田间地头寻

找鲜活题材，剥去节目华而不

实的包装，原生态地展示农民

最真实和最有温度的生活状

态。②农村受众收看电视节目，

也有一个对信息进行选择性关

注的问题，只有节目提供的信

息对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有帮

助，才能激发他们的收视兴趣。

为此，《大地春色》的记者经常会

把一些实用性的涉农信息，做成

可看性很强的深度报道，以满足

农村受众对信息的需求。增强

电视对农宣传的针对性，说到底

就是为了让农村受众能通过收

看报道，坚定信心、开拓视野、选

好项目、发家致富。

二、突出指导性，以服务农

业生产与多种经营实践

农民之所以会关注电视对

农节目，是由于这些节目中的

内容具有实用性与服务性，对

他们的生产与生活有指导意

义。有人认为，“乡村振兴离不

开产业振兴，产业兴旺是乡村

振兴的重点，产业振兴是乡村

振兴的物质基础。推动乡村振

兴，要紧紧抓住产业振兴这个

重点，不断提高农业综合效益

的竞争力。”③各地的区位特征、

自然条件、经济基础与资源优

势有存在差异，因此，电视对农

宣传要从本地实际出发，围绕

产业振兴找准报道的切入点。

2018 年起，《嵊州新闻》中

开设了一档《嵊州农民这个样》

的对农报道子栏目，讲述新时

代嵊州农民创业创新的故事，

报道乡村振兴战略在嵊州的生

动实践。比如，《田埂上的母子

“互怼”》的报道，说的是距离嵊

州市区最远的竹溪乡竹溪村有

对母子，通过六年多的辛勤劳

动，成了全乡有名的香榧苗种

植户。儿子钱少波大学毕业

时，母亲钱周玲认为，他应该留

在城里工作，既体面又安稳。

但儿子一定要回乡创业。在他

看来，大山里年轻人少，有着广

阔的创业天地，更能实现自己

的人生价值。笔者与同事经过

21 天的蹲点采访后，通过讲故

事的形式采写了一条深度报

道，以反映新时代新农民的创

业精神。《嵊州农民这个样》栏

目虽然时长只有 3分多种，但故

事性与指导性都很强，许多报

道通过全景式的长镜头跟拍，

正在朝着新闻短纪录片的方向

发展。随着吸引力和影响力的

不断提升，这个子栏目已逐渐

形成了自己的品牌。

实际上，电视对农的形式应

该是多种多样的，既可以是消

息，也可以是深度报道，还可以

是栏目，重点是突出内容的指

导性。在乡村振兴的伟大实践

中，各地农村涌现出了一大批

有文化、懂技术、头脑活、善经

营的新型农民，这些人应该成

采编经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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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当下电视对农的重点采访对

象。如在《大地春色》中有一条

题为《野果家种 丰产丰收》的

报道，说的是嵊州市鹿山街道

两湾新村西大湾自然村村民对

一种以前长在山里的野果子实

行家庭移植的事。这种野果子

表皮呈青紫色，身子略为弯

曲，长得像个大茄子，而且中

间还有一条裂缝，口感甜香浓

郁。这种叫“三叶木通”的野

果子，经过嵊州当地农民人工

栽培后已成为营养价值很高的

有机水果，不但产量高，销路

也很好。记者在拍摄这种野果

人工栽培情况的同时，还采访

了嵊州规模种植户相柳萍，向

观众介绍如何种植与管理的经

验。报道播出后，许多农民朋

友纷纷前去取经。

三、注重贴近性，以反映新

时代农民群众精神风貌

新时代的电视对农宣传，还

应该把文化普惠的理念融入到

节目中去，既要十分讲究节目

的利农、惠农、服务“三农”的内

涵，追求对农节目的品质、品味

和品格，又要恰当融入娱乐元

素，着力以轻松、活泼、助兴的

表现手法来获取农民朋友的关

注。④电视对农节目必须注重

贴近性，这不但体现在传播形

态与报道语言上，更要反映在

节目内容方面。因此，只有记

者深入基层，乐于和农民交朋

友，认真听取农民群众的意见，

在充分掌握他们现实需求的同

时，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地

展示新时代农民的精神风貌，

这样的电视对农节目才会在受

众中更加入眼、入耳、入心。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乡村

振兴的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

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

活富裕。随着农村经济的健康

发展和农村群众生活水平的不

断提高，农民朋友对展示自我

的诉求显得比以前更为强烈，

对知识和娱乐的需要也更加广

泛。电视对农节目要适应这个

变化，及时优化节目结构，充实

更多更新的贴近性内容，在提

高新时代农民的综合素质，促

进农村地区的整体发展上发挥

有效的作用。因此，当下的电

视对农节目不但要涉及农村的

生产发展，还要去关注农民的

生活变化，反映农民群众日益

提高的生活质量。如在《嵊州

村嫂想变样》的报道中，笔者

报道了嵊州市下王镇上店村志

愿服务队的“村嫂”们想通过

充电，努力让自己变个样。村

嫂们认为，在美丽乡村建设

中，村子更美了，村风更好了，

自己的言行也要更美，力争做

一个当地的文明使者。这条报

道以现场纪实的形式，对村嫂

们参加礼仪培训的过程进行了

动态展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

新时代农民群众的精神风貌。

随着农民群众思想文化水

平的提高，电视对农节目的内

涵要更加完善，外延要相应拓

展，报道手段和信息载体也要

更加丰富和多元。农村是乡土

文化的发源地和生态保护的重

点区。对乡村振兴内容的报

道，不能仅仅只停留在物质层

面上，还应该拓展到乡村精神

文明建设方面去，这对于增进

农村的文化自信作用是显而易

见的。农民群众奋发向上的精

神风貌还能从一个侧面折射出

当地农村经济的发展情况，精

神文化也可以影响农业生产活

动，促进农民群体的经济产出、

效率提升，以及共同价值观的

形成。在美丽乡村建设过程

中，加大反映新时代农民群众

精神风貌题材的报道力度，是

电视对农节目宣传增强亲和力

与贴近性的突破口之一。

四、结语

电视对农节目要围绕“三

农”追求传播实效，就必须一切

从实际出发，以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为重要抓手，通过镜头去

记录农村基层每天都在发生的

新鲜事，让节目既成为农民的

良师益友，更成为观众乐于关

注的内容产品。在媒介深度融

合的语境下，电视对农节目还

应该追求传播平台与传播渠道

的多元化，不断扩大受众面，

以实现最佳的对农宣传效果与

实际传播效果。

注释：

①丁轶萍：《电视对农节目

现状研究》，《传播力研究》2019
年第11期。

②黄静茹：《新时代背景下

我国农业电视的发展之道》，

《当代电视》2019年第10期。

③李英华：《党报产业扶贫

报道的策略分析》，《新闻爱好

者》2019年第10期。

④陈亚军：《地方电视台对

农报道效果分析及改进思考》，

《新闻世界》2009年第10期。

（作者单位：嵊州市融媒体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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