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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编经纬

陈 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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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水广播电台科普节目实践探索浅析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

基础，全民的最终富裕，要看农民的富裕程度。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农村科技的普及，事

关乡村振兴、农民富裕。作为基层对农宣传服

务主阵地，在新的传播形势下，县 （市） 级广

播如何在发挥自身特色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传

播模式和途径，推进农村科学技术普及，为乡

村振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智慧力量，丽

水广播电台在推进“三农”宣传服务中，把对

农科普传播作为重点突破环节，探索出了一条

新路径。

一、加强节目指导性，提高科普针对性

信息闭塞、技术落后、文化素质低，这些

严重制约了农村地区的发展步伐，而广大农民

最大的企盼就是能及时了解信息、掌握技术、

尽快致富。针对农村地区、农民朋友的这一实

际需求，市县广播科普宣传必须有很强的指导

性和针对性，要尽可能地为农民群众提供当下

最新农科知识和信息，指导农民朋友用科学方

法种植、养殖，最终实现增收致富。同时，农

业科普节目又有其特有的复杂性，涉及到具有

不同季节性特点的农、林、牧、渔等各个方面。

因此，向农民朋友作科普宣传、项目推荐时，

还要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只有充分

研究才能做到有的放矢，保证信息的科学性和

准确性，让科普宣传真正发挥作用。

《希望的田野》《丽水科普》 是丽水广播电

台常年开设的服务广大农民朋友的对农栏目。

栏目编导在确定每期科普宣传内容之前，都会

下乡做深入调研，根据农民朋友在生产生活中

遇到的实际困难和急迫需求，进行前期搜集并

归类。在前期细致分类的基础上，栏目编导分

别与农业局、科技局、科协等相关部门做好对

接，重点针对一些技术难题进行解疑释惑和科

学普及。

如 《希望的田野》 栏目编导每年都会根据

24 节气，邀请相关专家介绍不同节气的农业生

产注意事项，提早为农民朋友做好相关的科学

普及宣传工作。前几年丽水发动群众大办沼气，

但是很多农户对沼气池的建设和应用不太了解。

《丽水科普》栏目编导在下乡采访时得知这一情

况后，立即到相关部门请教技术专家，就其中

的具体问题提供了非常详尽全面的专业答复。

栏目随即连续推出五期“沼气池的建造和科学

使用”，以简明易懂的方式进行科普宣传。这档

节目播出后，受到广大农民朋友一致好评，都

说节目播出得太及时，让他们对沼气池的建造

和使用有了更加科学的认识，安全也更有保

障了。

二、办好特色节目，抓好典型报道

近年来，虽然受到各类新媒体的冲击，但

广播所具有的传播速度快、辐射面广、收听方

便、伴随性强、音响生动活泼等鲜明特点，是

其它媒体所不能替代的。如何依托广播的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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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办出农民朋友爱听的特色科普栏目，丽

水广播也进行了实践探索。

《希望的田野》 栏目结合丽水当地实际情

况，不定期地制作播出一些推广科技成果和致

富经验的节目，邀请科技专家、科技示范户、

致富能手走进直播间，与听众朋友面对面交流，

使许多成功的农村致富项目得到及时推广与普

及。如近年来，丽水市从事香菇黑木耳栽培的

主体经济效益下降，导致丽水当地许多菇农对

这一产业失去信心。针对这一现状，该栏目邀

请实践经验丰富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

师应国华走进直播间，对黑木耳栽培麦麸用量、

料棒灭菌、菌棒培养、烂棒等关键环节进行技

术讲解，提出发挥耳农生产技术优势，转变生

产方式，适度扩大规模生产，提升香菇黑木耳

整体效益的建议。节目播出后，广大食用菌产

业农户对黑木耳栽培新技术和新模式有了全新

的认识，对未来也充满了信心。

当然，农业科普宣传节目还要避免一味说

教，要充分考虑到农民朋友的文化层次，尽量

用通俗易懂、生动活泼的传播形式。对农村科

技示范户和致富能手等典型人物的报道，就是

广播面向农村开展科普宣传、推广科学技术的

一个有效手段。如遂昌县的赶街是一家国内最

早探索乡村电商、连接乡村与城市的互联网平

台，致力于实现乡村与城市之间资源共享、互

通，其服务覆盖乡村消费电商、物流、金融等

业务。在遂昌，依托赶街的带动，先后涌现出

“茶叶村”“青糕村”“笋干村”“番薯干村”等

20 余个网上销售产品特色村，不断带动当地农

户增收致富。《希望的田野》栏目针对遂昌“赶

街”现象，采访多个特色村带头人，通过他们

的现身说法，让广大农民朋友了解到这种农村

电商新模式给农村带来的发展动能和崭新机遇。

节目播出后，许多农民朋友纷纷效仿，使得农

村电商在全市得到更多推广。

三、推进媒体融合，增强科普实效

面对新媒体传播环境，丽水广播大力推进

媒体融合，在科普宣传中注重加强微信公众平

台、抖音、小视频，手机直播平台等的运用，

不断强化主持人的互联网思维；微抢答、微互

动、视频微直播等成为常态，实现移动客户端

的音视频收听收看，引导用户以微信参与节目

收听，探索节目和微媒体的互动传播与融合运

用，让农村科普宣传有声有色、出新出彩。

“丽水科普”“科技农业致富带头人”“科技

专家讲坛”等群众喜闻乐见的科普栏目及内容，

除了在传统广播中播出外，都会在微信公众号

上同步直播。节目结束后，按照网民喜爱的方

式进行重新编辑，配以文字、图片、音视频，

通过微信推文发布，让广大农民朋友可以更直

观、更方便地接收科技信息，也更方便他们随

时随地学习操作。

打破音频和视频之间的阻隔，突破广播与

电视的界限，向农民朋友呈现立体鲜活的科普

知识，这也是丽水广播在实践中的新探索。如

青田县巨浦乡西坑村因地制宜发展农业特色产

业，形成“贝母－稻鱼共生/旱粮”的高效生态

种养模式，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形成“一

亩田万元钱”的“西坑模式”。丽水广播对农栏

目专门深入到青田西坑村，对这一增收模式进

行全面报道，不仅现场采制录音，还拍摄了短

视频。在将该内容精心制作成新闻专题播出的

同时，还将短视频在广播抖音号上进行推送，

观看量突破20万人次。这种新媒体的传播手段

拓展了传播空间，扩大了观看群体，进一步提

升了农业科普宣传的实效。

此外，广播对农科普宣传活动需要借力媒

介融合带来的溢出效应。丽水广播电台每年都

会联合市农业局、科协等部门开展“科普下乡”

活动。活动开展前都会征求广大农民朋友对科

普宣传内容的需求。活动的预告信息在微信上

公布后，大家纷纷转发，很多人在后台留言。

活动当天，科普大篷车开到活动现场，科普专

家和农业技术专家设点接受咨询，通过广播直

播、科普宣传片与公众微信号互动，有效拓宽

了宣传渠道。现场活动的图文、音视频在微信

平台以及参与者的朋友圈发布后，形成叠加式

传播效应，进一步增强了对农科普宣传活动的

影响力。广播与其它媒体、城市与乡村、线上

与线下、节目与微媒体之间的多元融合互动，

为新媒体环境下的对农科普宣传活动运作积累

了经验。

（作者单位：丽水市广播电视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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