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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措施有很多，比如根据用户的需求建立由浅

入深的分类导航，逐步形成具有较强稳定性的

栏目设置。还可以在对用户进行一个充分细致

的调查分析之后，确定推送信息的相对固定的

时间。这给用户进行有选择性的接触提供了相

当大的便利，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培养用户对信

息的接受习惯。

四、结语

总而言之，微信公众平台作为微信这个普

及化程度极高的社交软件衍生产品，毫无疑问

成为了新闻传播阵地的“新星”。其一方面促进

新闻传播速度和便捷度的提高，另一方面也给

新闻传播和人际交往带来了一定的负效应。为

了能够在更好地发挥正效应的同时避免负效应，

推动其在新闻传播效率和质量方面进一步得到

提升，深入探究其传播的正负效应并找寻消长

之策迫在眉睫。

就目前的媒体传播生态而言，微信公众平

台技术的出现有效地促进了传统媒体和新媒体

的结合，能够大大满足人们对新闻信息日益增

长的需求。在不断的探索实践中，微信公众平

台已经逐渐能够应对数字时代所带来的各种挑

战，并在其中逐渐摸索出了一条符合自身条件

的生存发展道路——及时准确地满足人们快节

奏又不断变化的对信息的各种需求，使自身的

传播优势得到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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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羽

深入诠释总书记浙江行深入诠释总书记浙江行
系统总结浙江防疫成果系统总结浙江防疫成果

——浙江卫视电视理论节目“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第八季）
《浙江战“疫”》评议

2020年4月27日至4月30日，四集电视理

论专题节目《浙江战“疫”》在浙江卫视播出，

这是浙江卫视电视理论系列节目“中国共产党

为什么能”的第八季。七季以来，“中国共产党

为什么能”系列节目以高屋建瓴的政治站位、

精准畅达的理论阐述、紧贴形势的传媒自觉和

已成规模的传播矩阵，成为体现广电主流媒体

政治担当、传播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思想的重要阵地。

《浙江战“疫”》保持了该系列节目一如既

往的政治高度、理论深度和传播精度，以习近

平总书记 3 月 29 日至 4 月 1 日在浙江考察的轨

迹为节目线索，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期间的政

治要求为理论诠释内容，以浙江新冠疫情的治

理绩效为现实依据，系统展示浙江作为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窗口区位的价值

和魅力，深度揭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科学性、前瞻性和必要性。

一、围绕主线系统阐释

习近平总书记的浙江行，时值全球新冠肺

炎疫情蔓延和经济形势变化的复杂国际态势，

时值我国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全面恢

节目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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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评介

复发展的特殊时段。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在浙江

宁波、湖州、杭州等地，深入港口、企业、农

村、生态湿地等与职工、村民交流，听取浙江

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

话。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期间的讲话深意，对于

处在非常时期的浙江以及全国，具有重要的引

领和指导意义。因此，全面及时阐释习近平总

书记浙江行的思想和理论内核，就成为我省主

流广电媒体的重要政治任务和职责所在。

因此，与前几季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系列节目不同，《浙江战“疫”》体现了较强的

新闻性。《浙江战“疫”》四期节目的题名《慎

终如始》《化危为机》《进退裕如》《往远处谋》

均是习近平总书记浙江考察时发表讲话的关键

词，《浙江战“疫”》 节目敏锐精确地将其摘

取，作为系统阐释习近平总书记浙江考察讲话

精神的框架和主线，既画龙点睛，更纲举目张。

“慎终如始”是对当前疫情防控“抓紧、抓实、

抓细”的持续要求；“化危为机”是面对当前复

杂局势的态度指向；“进退裕如”是对于国家和

省域治理体系的科学应变能力、统筹协调能力

和政策执行能力的规范导向；“往远处谋”是对

改革开放和国家发展方向的长远规划。四期节

目，将顶层设计中的政策指引、习近平总书记

的殷切希望、习近平总书记浙江行的意蕴内涵

与我省当前的形势、抗“疫”复产的实践有效

结合，以充实、详尽、有序的方式系统阐述习

近平总书记浙江考察的行为内核和政治主张，

由简单的消息体新闻升格为一篇系统性的通讯

专题，使习近平总书记浙江考察的重要意义得

以释放到全社会领域，在全社会引发广泛呼应

和共振。

二、叙事结构条分缕析

意义传达的准确无误是电视理论节目的内

核，决定了节目的层次和品质；而叙事结构的

清晰条理和叙事语汇的具象生动则是电视理论

节目内容传播的关键，决定了节目传播效度的

实现。《浙江战“疫”》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

在浙江考察的重要讲话精神，通过节目搭建了

体例清晰的框架，使节目的叙事清晰明畅、结

构严整、节奏有度。

《慎终如始》 是对我省防疫成果的系统整

理，是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疫情防控“抓紧、

抓实、抓细”要求的成果检验。因此节目的叙

事逻辑，就是围绕我省在新冠肺炎防控过程中

抓紧、抓实、抓细三方面经验的系统汇报。节

目按这三个部分展开，既是对习近平总书记疫

情防控思想的系统例证，又能使受众直白清晰

地感知到我省疫情防控的手段和效果，实现理

论诠释的准确系统和电视传播的结构通畅。《化

危为机》 的节目内容，从我省“应对危”和

“发现机”两个逻辑层次展开。《进退裕如》 围

绕省域治理经验的科学应变能力、统筹协调能

力和政策执行能力三种能力要求展开。《往远处

谋》 以浙江治理改革和对外开放两个方向说明

我省如何往远处谋的思路。

《浙江战“疫”》不仅做到了整体框架的清

晰通畅，节目内部的叙事内容亦是层次鲜明，

条分缕析。如第三期节目 《进退裕如》 的一个

小节阐释浙江省域治理的政策执行能力。政策

执行的力度源自参与社会主体的广度，因此该

部分用实例方式说明我省网格化管理模式、基

层党组织的先锋引领、全体社区参与的人民自

觉等三个层面的执行效果。清晰配合细节论述

的条理，使 《浙江战“疫”》 为受众搭建了与

理论共振共鸣的空间，使受众能够准确解读节

目内容。

三、例证分析具象准确

电视理论节目面向社会大众，必须实现主

流文化的专业化向大众文化的具象化转译。《浙

江战“疫”》 节目不仅实现理论解读的专业精

准、叙事框架的清晰通畅，更以详实生动的例

证 式 语 汇 实 现 节 目 的 意 义 落 地 。《浙 江 战

“疫”》节目最大的特色，就是在条分缕析的结

构框架之内，以具象准确而富有代表性的例证

使节目的传播效果有血有肉，实现讲道理与摆

事实的有效统一。

《慎终如始》讲述我省疫情防控按照习近平

总书记“抓细”的细分要求，节目以杭州市双

浦镇小江社区一位普通计生协管员张维亚手绘

的一副疫情防控思维导图为例。基层工作的精

细以点窥面地反映了我省整体防疫局面的精细

化。《化危为机》说明政府在破解危局、创造机

遇当中的努力，镜头准确找到了象山县西周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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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委书记胡哲源，以他在疫情期间化身“网红”

为乡村农产品带货的实践，叙说各级政府官员

心系百姓、化危为机的亲身实践。《进退裕如》

讲述我省基层党组织的执行能力，疫情期间用

两小时实现整村隔离的绍兴市新河村党委书记

蒋荣现身说法，说明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

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往远处谋》描摹浙

江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努力，义新欧贸易服

务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刘明明以浙江发

往欧洲的中欧班列例证“人类命运共同体”治

理思想的价值与意义。

不单是节目内容中连线到的嘉宾和嘉宾背

后故事的例证价值，演播室内围绕单期主题而

进行现场讨论的嘉宾亦是节目的用心之举。如

第一期节目 《慎终如始》 总结我省防疫成效，

说明浙江防疫的速度、力度和精度。节目嘉宾

既有政府代表如省政府副秘书长陈广胜说明浙

江防疫顶层设计的思路，亦有专业领域代表如

浙江疾控中心主任王桢和浙江省卫健委一级巡

视员马伟杭说明防疫过程中顶层设计的具体落

实，还有专家学者如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

授何艳玲、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郁建兴

等从理论层面进行总结提升。节目从政治领域、

专业领域、理论领域三界融合的全面场域实现

节目内容传播的专业性、权威性和说服力。《浙

江战“疫”》 将理论与实践结合、将论证与案

例结合、将媒体与社会结合，从理论高度、专

业深度和社会广度等层面系统深刻地说明习近

平总书记浙江考察的时代意义和历史价值，是

主流媒体积极引领社会舆论、传播主旋律和正

能量的精品力作。

（作者单位：浙江省广播电视监测评议中心）

在诸多艺术门类中，广播剧的艺术表现手

段是相对有限的，唯有声音作为艺术塑造和传

达的媒介。然而，在有限的手段之中，创造无

限的艺术世界，这正是艺术创造的真谛。三集

广播剧 《大陈岛上点灯人》（下简称 《点灯

人》） 由台州广播电视台创作录制，是一部表

现海岛上的供电所职工坚守工作岗位，传承职

业精神，开拓美好未来的“行业剧”，展现了岛

上几代电力职工的奉献精神，以及新时期海岛

电力工人的职业风采和精神风采。更重要的是，

通过“行业剧”这个切口，写出了大陈岛的

“垦荒精神”在蔚蓝的大海上熠熠生辉，在当下

社会经济建设中的薪火传承与发扬光大，使得

作品有了精神的高度和深度。同时，也为广播

剧在当下新媒体时期的存在作了自己的探索实

践。《点灯人》 不论是题材内容还是艺术样式，

在我看来，都有着纲举目张、开拓蓝海的探索

与努力。

一、构建叙事坐标：纲举目张

《点灯人》故事的发生地——浙江中部台州

湾东南海域的大陈岛，是一个颇有“历史故事”

的真实的地方，曾经因为国民党退守台湾时，

张子帆

纲举纲举纲举纲举纲举纲举纲举纲举纲举纲举纲举纲举纲举纲举纲举纲举纲举纲举纲举纲举纲举纲举纲举纲举纲举纲举纲举纲举纲举纲举纲举纲举目张目张 开拓开拓开拓开拓开拓开拓开拓开拓开拓开拓开拓开拓开拓开拓开拓开拓开拓开拓开拓开拓开拓开拓开拓开拓开拓开拓开拓开拓开拓开拓开拓开拓蓝海蓝海
——简评广播剧《大陈岛上点灯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