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ROADCAST
B
R
O
A
D
C
A
S
T

T
E
L
E
V
IS
IO

N

视听纵横2019·6 …………
…

…

▲

赵 奕

我们是在先完成系列报道的基

础上，再完成综合报道的。因为

有前期大量的调查基础，内容充

实，画面丰富。在作品最后的呈

现上，采用了最平实的语言，真

实地反映了茶农的生产生活。

字里行间流露出对绍兴茶农茶

业的真情实感。力戒假大空，但

求真善美。通过合理的剪辑，努

力做到每个细节都能传情，每句

台词都有实例，每个数据都有出

处。为了表现茶农茶区的老化现

象，我们除了老农房里白发老农

辛勤劳作的画面之外，还特意拍

摄了空心村的景象，斑驳的泥墙

外梨花绽放，传达了一种苍凉与

顽强之感。为了表达现代茶叶

企业的特质，我们把相关段落的

前后画面进行了反复调整，使其

更加符合茶业规律和时空逻辑。

为了印证作品的立场与观

点，我们还对杭州、北京业界相

关的专家、学者等进行了采访，

使得作品更加具思想性、专业性

和针对性。

综上所述，作为一个以对农

服务为主的新闻工作者，必须脚

踏实地地深入到农村基层第一

线，自觉践行“走转改”，不断增

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才能

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农民，

提高新闻采制的能力，创作出有

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对农电

视新闻作品。

（作者单位：绍兴市新闻传

媒中心）

创新实践

摘要：在当下广播电视的日

常新闻报道中，重大突发事件直

播已经成为常态，对于沿海省份

浙江来说，台风直播报道更是经

常要面对的直播样态。做好、做

精、做活台风直播，不妨从找好

直播现场、选好直播细节、讲好

直播故事、穿好直播服饰几个角

度入手，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

力、笔力，让台风直播报道，在抵

达大小屏的同时，更加深入人

心、感动人心。

关键词：台风报道 灾情现

场 直播故事 物件细节 记

者穿着 增强“四力”

2019年 8月 8日，我带着若

干位同事，正在乐清报道台风

“利奇马”登陆情况，突然接到卫

视新闻中心领导指示，要求我们

立刻转战永嘉县岩坦镇山早村

灾害现场。自8日到14日，我和

同事们克服狂风暴雨、道路不

通、机器故障、太阳暴晒、生病受

伤等各种困难，前后共做了 15

场现场直播、5条新闻，将山早村

灾后现场、各方救援情况，向全

省人民做了真实、详尽的报道。

我们的报道，得到全省各界人民

群众的高度关注，多次得到省委

宣传部、广电集团、卫视领导的表

扬。那充满艰辛的6天、144个小

时，不仅让我记住了许多难忘的

镜头，比如，被洪水冲到山顶上的

冰箱，被洪水撞得稀巴烂的电线

杆，被沙土掩盖的灾民遗体，救

援人员奋不顾身抢救受灾群众

的身影，也让我对如何做好台风

直播，有了更深的理解和认识。

一、做好台风直播，必须找

好现场

张泉灵在央视内部讲课中

说过，现场直播就是将记者在现

场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感受

到的信息，通过镜头，告诉观众。

虽然张泉灵已经离开央视，但她

对现场直播的定义，可谓是一语

中的。日常的现场直播尚且这

么注重现场，那台风直播，更应

该把现场当成直播的灵魂。

但现在许多台风直播，经常

出现丢西瓜、捡芝麻的情况。一

些记者到达现场后，对台风受灾

的描述往往轻描淡写，对灾难现

场、灾民受灾情况，只有寥寥数

语，却将80%的时间用在了叙述

台风的大小、风速、天气等和现

场无关的信息上，导致出现声画

两张皮，画面单一，内容单调。

这样的新闻直播容易让观众失

去兴趣。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出现，我

秉着现场第一，不找到现场，不

拍到现场，绝不离开的直播理

念，在“利奇马”登陆前后，展现

了 15 个截然不同的新闻现场。

台风“利奇马”在登陆前，已对我

省沿海多地居民生活、农业生产

造成极大影响。为能第一时间

反映受灾情况，更为了拍摄到受

灾现场的核心画面，我和直播团

队在大风大雨中一直守候在乐

清育苗培育基地里。经过近 1
个小时的蹲守，一方面拍摄到了

大棚被台风吹飞的画面，一方面

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好现场 选选选选选选选选选选选选选选选选选选选选选选选选选选选选选选选选好细节 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好故事
——记者应对台风“利奇马”直播有实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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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到了最能体现台风对海洋

养殖业造成破坏的现场。在最

后的直播中，我通过边走边看的

方式，不仅展现了所在现场的受

灾情况，还呈现了稍早前大棚被

台风吹飞的震撼场景，取得了较

好的直播效果。

二、做好台风直播，必须选

好细节

细节是魔鬼，细节决定成

败，在生活中是这样，在台风直

播中更是如此。没有细节的新

闻直播，就好比是一堆没有价值

的信息堆积，观众看过、听过后，

什么都没有记住。有细节的现

场报道就有了灵魂，哪怕时间过

了再久，只要一提起这场新闻直

播，就会想起这个细节。

8月10日，通过多方协调和

努力，我领先央视等其他媒体，

第一时间把现场直播点放在了

山早村救援现场。为了能展现

洪水对山早村带来的巨大破坏，

我在离早晨8点档直播还有30分
钟情况下，还是花了 20 分钟时

间，在现场不停观察，不停了解，

不停寻找，终于在现场情况复杂、

存在较大安全隐患下，依然捕捉

到了许多震撼人心的细节：泥泞

的乡道、破碎的电线杆、弯曲的保

险窗、被洪水冲上山的冰箱、被推

出 10米的挖掘机等等。正是通

过这些极易被人忽略的细节，在

没有现场洪水画面的情况下，形

象、真实地展现了洪水的威力以

及房屋受损情况。这场直播中

的许多细节，至今令人难忘。

不仅是这场直播，在我之前

的许多台风直播中，通过细节讲

述现场，已经成为我在台风直播

中的一种风格。2018年，浙江苍

南县遭遇百年一遇的特大降雨，

导致数个村庄发生河水倒灌，多

处民房被淹。为报道村民受灾

情况，我深入受灾一线，通过多

场直播，展现村民受灾情况。期

间，绝大多数新闻直播乏善可

陈，唯独在一场直播中，我特意

关注了贴在墙上的一只小螃蟹，

而在小螃蟹旁，就是一条洪水留

下的水痕线。正是这一细节，让

一场看似普通的新闻直播，瞬间

注入了灵魂。多年后，当许多电

视人回忆起那场洪水时，就记住

了这只小螃蟹。

三、做好台风直播，必须讲

好故事

讲好故事，永远是新闻报道

能否出彩的关键。在台风直播

中，受制于场地、环境的制约，一

般不会动用大型转播车，经常只

有一个机位，直播画面相对单

一，很难与别的报道形式相媲

美，所以记者在现场讲述的故事

是否生动、是否吸引人，会成为

台风直播能否成功的重要环节。

比如，对台风过后的新闻直

播，一般都聚焦在灾害对于环境

的破坏上，现场破坏得越强，电

视画面呈现得越明显，越容易引

起观众的关注。但是，这样的现

场看多了，观众也会“麻木”。如

何打消观众的审美疲劳，在这次

“利奇马”台风直播中，特别是在

山早村的多场救援直播中，我改

变以往灾害报道的形式，从人文

故事入手，注重于讲好现场故事。

在直播中，除了大量现场细节描

述外，还将当事人的故事、经历、

性格、情绪等故事化元素，运用到

直播中，并把现场信息与受灾人

物命运结合起来。例如，“这家房

子的主人老刘自己种的蔬菜，还

没有上桌，就在淤泥里埋葬了。”

“一直抱着侥幸心理的老刘，拼尽

全力，最后差点自己遇险，幸亏村

干部帮忙，才安全撤离。”等等，

类似见人见物的表述，使得报道

不再是单纯的新闻直播，而是一

个有人、有事、有温度、有共鸣的

新闻故事。这样的新闻直播，也

得到了许多同行和观众的认可。

四、做好台风直播，必须注

重着装

在新闻直播现场，不仅记者

的言行需要格外注意，着装同样

也需要谨慎。记得在几年前，浙

江某地发生一起重大交通事故，

导致多人死伤。一名中央媒体

记者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新

闻直播。虽然报道精彩、生动、顺

利，但出镜的女记者在直播中，外

披红色大衣，内衬圆形T恤，又戴

着耳环，涂着指甲油，颇有喜乐

感。死者家属看到报道后，异常

愤怒，多次向该媒体投诉，谴责记

者对死者和现场的不尊重。

为避免出现类似的错误，在

这次山早村的直播中，我特别对

同行记者的着装做了明确要求，

但隐患无处不在。在其中一场直

播中，因为天降大雨，我们身上的

衣服早已湿透，当地电力部门出

于好心，借给我们每人一套连体

雨衣。起初我们都没有在意雨衣

的款式和颜色，等到快直播时，我

突然意识到雨衣的大红色和山早

村发生的自然灾害，极其不合适，

于是，我第一时间换掉了雨衣。

五、结语

电视是一门遗憾的艺术，台

风直播更是如此，往往上百次的

准备和演练，却在直播时突然发

生意想不到的情况，而这也是台

风直播中记者会面临的最大挑

战。只有辩证地看待台风直播

中的未知和已知，只有坚持找好

现场、选好细节、讲好故事、穿好

服饰，才能让台风报道更具真实

性、新闻性、可看性，才能让我们

的新闻报道在抵达“掌心”的同

时，也抵达人心，最终实现温暖

人心、深入人心、感动人心。

（作者单位：浙江卫视新闻

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