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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化视角民生化视角
让广播时政报道充满人情味让广播时政报道充满人情味

——浙江之声新闻专题《城市大脑的杭州实践》获奖背后

创新创优

在第三十届中国新闻奖的评选中，浙江广

电集团浙江之声作品 《城市大脑的杭州实践》

荣获广播新闻专题三等奖，这也是今年浙江

省广播新闻类作品中唯一获得中国新闻奖的

作品。

《城市大脑的杭州实践》 以三篇时长 4 分多

钟的系列报道形式，多角度、全方位地通过民

生化的视角讲述了杭州城市大脑建设给杭州市

民生活带来的变化。这篇新闻专题能够获得中

国新闻奖，主要是因为它突破了传统时政类报

道相对严肃、枯燥的风格，完全站在了老百姓

的角度，聚焦交通、旅游、医疗三大民生热点

领域，用体验式的报道反映地方政府的重点工

作与老百姓生活的关系，让时政报道变得亲切、

生动，从而大大激发了不了解杭州城市大脑的

听众体验城市大脑各类应用场景的兴趣。

一、寻找老百姓最关注的问题作为报道

内容

城市大脑是大数据、云计算等前沿技术在

城市治理中的创新运用。近年来杭州把建设全

国数字经济第一城作为城市发展的主要目标。

杭州“城市大脑”在全国率先建设，成果领先，

成为杭州城市治理模式创新的重要手段。《城市

大脑的杭州实践》 反映的就是杭州城市大脑最

新的建设成就，以及城市大脑与杭州普通市民

之间的关系。

从报道题材来看，《城市大脑的杭州实践》

属于专业性很强的时政类新闻。此前杭州也有

一些媒体做过相关报道，但是大多数是文字报

道，而且多从政府工作角度出发，就事论事，

阅读起来相对枯燥。广播电视新闻关于杭州城

市大脑比较全面的报道则少有涉及。所以在创

作之初，记者首先思考的就是如何让相对严肃

的时政新闻变得不再枯燥且充满人情味。

杭州城市大脑的应用场景分布广泛，多达

几十个。如何从中选择适合的内容作为报道的

切入点是记者面临的第一个问题。采访之前，

记者首先阅读了大量杭州城市大脑相关的工作

计划、汇报材料和新闻报道，然后深入基层，

认真走访、调查，发现杭州城市大脑的应用

场景已经延伸到了交通、旅游、医疗这三大

与老百姓关系最为密切的民生领域，并且发

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一些刚刚推出

的应用场景和小程序因为宣传不够广泛等原

因，还没有被众多市民知晓。如果能把杭州

城市大脑在这三大民生领域的应用成果通过

体验式的报道呈现出来，不仅是对杭州城市

大脑报道的全新尝试，也是对广播时政报道民

生化的积极探索。

二、深入基层，记录杭州城市大脑最真实

的“声音”

进入采访阶段之后，记者花费近两个月的

时间，先后进入杭州城市大脑总指挥中心和城

管、交警、文旅委、医院等多个部门的“城市

大脑”分指挥控制中心蹲点。在这些部门城市

大脑的核心区域，记者录制了大量“城市大脑”

开发者的原音讲述，让听众了解杭州的城市大

脑究竟是什么，要做什么，会为这个城市带来

什么等等。

在这个过程中，记者首先克服了采访内容

专业性偏强的困难。每采访一地，首先与被采

访对象进行较长时间的深入沟通，在保证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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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理解之后，再思考如何选择最具亮点和特

色的角度，把城市大脑某一个领域的应用通过

“声音”的形式，通俗易懂地讲解给听众。

在采制 《城市大脑的杭州实践》 第一篇

《大数据让行在杭州更畅通》的报道时，记者首

先进入杭州市交警指挥中心蹲点。刚开始面对

密密麻麻的由各种交通线路图组成的杭州城

市大脑交通指挥系统时，记者发现连看都看

不懂，更别提采访了，于是主动向杭州交警

指挥中心的数据工程师请教，静下心来学习

城市大脑的交通指挥系统是如何运行工作的，

对提升城市交通效能又是通过什么方式实现

的。在长达 2 个多小时的学习和交流后，终于

明白原来交通信号控制系统是提升城市交通效

率的关键所在。

接下来的深入采访环节，记者就重点请交

警通过列举实例的方式介绍控制交通信号灯对

提升杭州交通效率的具体应用。经过与交警的

不断沟通，记者最终确定选用杭州黄龙体育中

心举办活动时面对巨大的人流、车流，城市大

脑交通系统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实例。接受采访

的交警指着城市大脑交通系统控制图进行了耐

心的介绍，记者全程原音记录，让听众明白原

来交警指挥中心是通过城市大脑系统调节周边

的“松木场”“曙光路”“杭大路”等路线的交

通信号灯的等候时间，对活动时间内途经这些

路段的车辆进行合理限流控制，避免活动时段

周边路段拥堵问题的。深入浅出的讲述让听众

很快就听懂了杭州城市大脑交通系统的运行方

式，也明白了为什么有的时候、有些路段的红

绿灯等候时间会相对长一些，原来是城市大脑

在调节交通流量。在第一篇第二部分“停车系

统”的采访中，记者同样邀请了负责杭州城市

大脑停车系统的工程师，通过列举医院周边找

车位的例子，让听众明白城市大脑的“停车系

统”是如何实现快速找车位的，这样的讲述浅

显易懂，可听性较强。

当然，仅仅采访“城市大脑”开发者是远

远不够的，要评判杭州城市大脑做得到底好不

好，最有发言权的应该还是最普通的市民百姓。

在 《城市大脑的杭州实践》 第二篇 《大数据让

游在杭州更便捷》 和第三篇 《大数据让看病在

杭州更舒心》 中，记者不再像第一篇交通篇的

报道那样以采访相关职能部门为主，而是主动

走上街头、景区景点以及多家医院，采访了杭

州大量的普通百姓，倾听他们在亲身体验城市

大脑各种应用场景后的真实感受。

比如在 《大数据让游在杭州更便捷》 中，

一开头记者通过采访一位仅在网上购买了去往

建德旅游的高铁票，就顺利完成订酒店、餐馆

以及景点门票等旅游相关服务的游客，通过她

的真实讲述，让听众知道，原来到杭州旅游已

实现“一键直达”。在《大数据让看病在杭州更

舒心》 一篇中，主要介绍市民如何在医院应用

“先诊疗后付费”这一城市大脑推出的医疗便民

服务场景提高看病的效率。通过一位病人讲述

自己前后两次看病的真实经历对比，让听众真

实感受到杭州城市大脑医疗系统不仅为病人节

省了看病的时间，也让病人获得了很好的体

验感。

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老

百姓真挚的讲述和满意的评价，既是对杭州城

市大脑最好的肯定，也让这篇新闻作品更加生

动更具可听性。

三、专家点评 画龙点睛

为了让报道更具权威性，《城市大脑的杭州

实践》 三篇系列报道在每一篇的结尾处都配备

了一名专家进行总结点评。可以说作品中的每

一位点评嘉宾都是记者精挑细选后确定的。他

们不仅都是相关领域的资深专家，也都对杭州

城市大脑非常熟悉，对推进城市大脑在相关领

域的应用都颇有研究和见地。

比如 《城市大脑的杭州实践》 交通篇的点

评嘉宾吴伟强是杭州资深的交通问题专家，对

杭州交通治堵以及城市大脑治理交通都有自己

独特的见解。所以在点评中，他提出了鲜明的

观点：“杭州要实现从单纯交通治堵到交通管

理、停车管理的‘治堵到治城’的跨越。”这样

的点评提升了报道的深度和层次。又如在采访

旅游篇中的点评嘉宾浙江工业大学之江旅游学

院院长梁雪松教授之前，记者就与他沟通了很

长时间。梁教授有多年的国内外旅游行业管理

工作经验，是国内旅游行业的资深专家。近年

来他还亲自参与了杭州城市大脑旅游系统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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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心走心””++““好看好看””
电视新闻编排的电视新闻编排的““剥洋葱剥洋葱””术术

——《新闻 60分》获奖编排的实践思考

创新创优

摘要：电视新闻编排是把若干条新闻按照

一定主题组成一期有机新闻节目的过程。一期

优秀的电视新闻编排，要凸显新闻性，彰显思

想性，同时也需要有很强的可看性和感染力。

笔者以第三十届中国新闻奖电视编排三等奖获

奖作品《新闻 60 分》为例，浅析电视新闻编排

如何实现上述诉求。

关键词：电视新闻编排 主题表达 递进

式 可看性

2019 年度，杭州电视台综合频道 7 月 6 日

的《新闻60分》收获了第三十届中国新闻奖电

视编排三等奖。为什么这期以“良渚古城遗址

成功申遗”作为核心内容进行的编排，能得到

观众和评委的青睐？紧抓重大主题，用“剥洋

葱”的手法来编排“走心”又“好看”的节目，

或许是它有幸摘得殊荣的原因。

一、深度挖掘主题价值之“极”，为编排

“定心”

杭州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是2019 年度的大事

件。但是它究竟重大在哪里？重大到什么程度？

最初，栏目组将其定性为杭州考古界的一件盛

事，一个重要考古成果的认定。其申遗成功的

意义，近乎杭州西湖以及大运河申遗成功，是

杭州申遗工作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再高一点，

就是把杭州推上了“三世遗”之城的位置，是

杭州城市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然而，随着对良渚古城遗址发掘工作和申

发，并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他点评

提出：“现在杭州给游客提供的信息还不是很

完备，城市大脑的应用要更注重把各方面数

据融合在一起，提供以人为本的服务。”一针

见血的点评既有专业性，又有很强的操作性。

医疗篇的点评嘉宾杭州市政协委员王其，多

年来关注杭州的医疗、养老等民生问题，她

提出可以通过 5G 技术等先进手段来提升城市

大脑医疗领域的服务效能。观点新颖，令人

耳目一新。可以说专家们的点评提升了整篇

新闻报道的权威性，对作品起到了“画龙点

睛”的作用。

纵观《城市大脑的杭州实践》，给人最深的

印象是生动、活泼，现场感强。这样的呈现方

式，很难把它与相对严肃的时政新闻报道联系

起来。广播传播的特性决定了它的新闻语言必

须是通俗易懂的，这一点上，《城市大脑的杭州

实践》 提供了有益的探索。采访老百姓最关心

的问题，再用老百姓的话“讲”出来。

报道推出后，很多听众主动下载了报道中

介绍的各类杭州城市大脑推出的生活服务软件

和小程序。也有听众说，原来一直不知道“先

离场后缴费”“先看病后付费”等城市大脑便民

场景，听了报道后他们去停车场和医院试验了

下，觉得非常方便。

《城市大脑的杭州实践》让听众感受到生活

在杭州这座全国数字经济第一城的幸福感，也

为广播时政类新闻的民生化报道提供了一次有

益和较为成功的尝试。

（作者单位：浙江之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