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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伟 郁振潮

融媒体时代
突发新闻报道中的变与不变

媒体融合

有一句话这么说：“世界每
时每刻都在变化着，人生之旅
也在进行之中，路上总会有崎
岖坎坷，但是不变的是最初启
程时心中的那份信念。”世界万
物都处在不断变化之中，无可
否认，在“变”与“不变”之间，存
在着矛盾与对立。对新闻报道
来说，也是如此，变化的是技巧
和策略，不变的则是灵魂和个
性。这一点，在 2019 年 8 月的

“利奇马”台风期间更加凸显。
作为近 70年来登陆浙江的

第三强台风，“利奇马”风力超
强、雨量超大、影响范围超广、
破坏力超大，给浙江省带来巨
大考验。“利奇马”影响期间，宁
波市鄞州区共有 21个镇（街道）
受灾，涉及人口 186522人，启用
避灾安置场所 235个，紧急转移
安置人口 41064 人；98 条 10 千
伏线路电力供应停役，影响用
户 63870户；十余个下穿通道严
重积水，14 条道路限制通行。
在台风肆虐期间，鄞州台记者
穿行在风雨之中，及时采制并
播发各地做好防御准备、安全
隐患排查、人员转移避险、加大
救援保障、灾后自救重建等消
息，在央视《新闻联播》《新闻直
播间》《焦点访谈》《朝闻天下》
《东方时空》，以及浙江卫视的
《新闻联播》《深一度》《直击台
风“利奇马”》《正午播报》等新
闻栏目，累计播出 22条次；在宁
波电视台《宁波新闻》中播出 19
条次，成为我台历年台风报道
中外宣成效最为显著的一次。

回顾此次直击“利奇马”台

风的新闻报道，中间有一些不
足之处，但也有许多创新之举，
特别是在台风报道“变”与“不
变”的切换中，我们的记者通过
对“度”的合理把握，确保了台
风报道工作的出彩。

一、反应速度在变，新闻真
实不变

鄞州地处浙江东部沿海，每
年都会遭遇台风影响。因此，
台风报道是鄞州台每年都必须
直面的一项工作。灾情面前，
台里新闻中心立即启动突发新
闻应急机制。早上八点之前，
所有记者全部按照预先的排
定，赶赴各个受灾点，了解水情
灾情，现场报道各地的灾后自
救情况。在往年的台风报道
中，基本上按照老套路在晚间
新闻时才播出。此次台风期
间，鄞州台打破常规，在中午和
下午分别加播两档整点新闻，
在第一时间将来自于受灾现场
的真实情况传播给全区群众。
8 月 11 日上午 9 点，记者得知

“天童寺遭遇山洪影响，300 多
名群众被困”的消息后，立即赶
赴现场，报道人员转移和抢险
救灾情况，并于当天中午通过
手机及时将采访的新闻和照片
传送到台里，在鄞+APP上进行
播发；台里同时安排记者“接
力”，在第一时间上传央视和浙
江卫视，于当天下午三点在央
视的新闻直播间和浙江卫视的

“直击台风‘利奇马’”新闻专栏
中播出。从记者出发到央视、
卫视播出，只有短短六个小时，
其中还包含两个小时的路上往

返时间。正是因为反应快捷、
行动迅速、采编给力、流程紧
凑，从而确保了外宣播发的及
时，成为我区历年突发台风应
急报道中的一个显著亮点。

在快速反应的背后，我们还
立足新闻报道的真实性，确保
新闻事件的报道“不因快而变
味”。“利奇马”台风来势较猛，
短时间就给我区造成巨大的灾
害，8月 10日一睁开眼，手机里
已是满屏的受灾讯息。在人人
都有麦克风的时代，需要我们
的记者具备“火眼金睛”般的甄
别能力，在正本清流做好真实
灾情报道的基础上，防止假新
闻的传播。当时，许多手机自
媒体发布的图片中，到处都是
洪水滔天，一片汪洋泽国，这让
许多受众十分担心乡下家人的
受灾情况。针对这一群众关注
的热点，记者来到受灾现场时，
第一件事就是通过鄞+APP发布
真实的受灾情况，并涉水进入
被水围困的村庄，实时报道人
员转移和救援情况，通过我们
的及时传播，去除了“杂音”，让
人们“看”到真实的现场，消除
了一些受众的担心。比如记者
视频播发民兵志愿者救助东吴
西村军江点救灾情况后，不到
一分钟就有朋友发来微信感
谢，因为视频中被救的群众，正
是她家亲戚。

二、报道形式在变，质量要
求不变

如今，台风报道越来越注重
报道的“现场性”，同时也更加
注重从受众的直观感受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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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到第一线的台风新闻报道
中去。在鄞州台，台风报道同
样从过去的“通过镜头去发
现”，向“通过真实的感受去发
现”转变。过去，我们更多的是
对新闻事件的拍摄记录，只是新
闻事件的“报道者”和“记录者”。
现在则是“拍摄记录”和“现场感
受”同步进行，更多的记者、主持
人站到了镜头的前面，用他们的
述说来真实触摸受灾群众的感
受；这种感受更加真实，更具冲
击力，也更突出了新闻记者“见
证者”和“参与者”的角色。这
样做出来的新闻，不但质量更
高，也更为受众所接受。

在记者、主持人转变作风，
成为台风新闻报道“见证者”

“参与者”的同时，我们的新闻
报道形式也在日益多样化。一
是报道“活”起来。记者和主持
人的参与出镜，让原本“静态”
的画面“动”了起来，视频、音频、
现场直播立体传播，通过主持人
在现场穿针引线，极大地丰富了
新闻的报道形式。二是互动

“多”起来。除了现场报道，此次
台风期间，鄞州台电视记者和新
媒体记者联袂互动，电视记者第
一时间将新闻视频传播到鄞+
APP上，新媒体小编在第一时间
将受众的反馈需求转发给记
者，让现场的记者更有针对性
地去报道受众所关心的内容。
这种“直线互动”，极大地提高
了报道质量。三是距离“近”起
来。特别是现场报道和现场直
播的结合，让受众与新闻事件
的距离迅速拉近，受众可以通
过视频第一时间感知受灾现场
的真实情况。伴随着传播距离
的缩短，新闻事件的时效性大
幅增强。

三、传播方式在变，媒体情
怀不变

此次台风报道，从一个侧面

见证了媒体融合的大势所趋。
台风中，我们不能因为自媒体
传播发达，就“信手拿来”以节
省自己的腿力；也不能因为资
讯传播的铺天盖地，就东拼西
凑以节省脑力。面对新闻传播
方式的变化，我们不但要守正
创新适应变化，更需具有情怀
担当，迅速跟上变化的脚步。

一是电视记者的意识在转

变。过去，电视记者只需服务
好自己的频道，做好自己的分
内之事就行；而今，我们的电视
记者不仅仅做好视频采制、文
字加工工作，同时还要“转身”变
成新媒体人，做好手机画面和视
频的记录工作，以便推送到不同
的平台上去。8月 10日台风影
响最大的时候，我们台分五点位
对台风影响及灾后自救工作进
行现场直播。在其它点位采访
的记者，也纷纷主动加入到这个

“直击台风‘利奇马’”的新闻直
播中去，通过现场连线、鄞+APP
推送等形式，将报道的点位覆
盖到全区所有重点受灾地域。

二是记者的采访技能在丰

富。在台风突发新闻面前，我
们的记者不仅仅只是被动地去
采访，而是在不断变化的动态
中，学会找寻最突出的那个新
闻点。这不仅仅需要记者掌握
采访技能，还需加强从策划到
采写、编辑、推送整个流程的把
控。比如“风雨之抱”的采访，
我们的记者本来已经在赶往五
乡镇李家洋受灾点的采访路
上，这时，手机朋友圈上传一张

“东吴村干部救出一个未满月
孩子”的照片，记者当即转往东
吴镇，花了近 40分钟，淌着齐膝
深的洪水进入军江点，找到视
频里的主人公——顺利救出未
满月孩子的东吴镇农办干部朱
勇伟，进行现场采访，及时将这
一暖心故事传播出去。

三是对暖心故事的挖掘更

加深入。一如刚才所言的“风
雨之抱”，本次台风期间，鄞州
台在做好灾情和自救报道的同
时，还深入挖掘了一批发生在
风雨中的暖心故事。冒着狂风
暴雨，在抗台抢险一线连续奋
战近 20 个小时，突发脑溢血倒
在办公室的姜山镇墙弄村党支
部书记翁阳明；刚从和龙市授
课回来，立即投入社区防台工
作的“小巷总理”俞复玲；在齐
膝深的水里，挨家挨户做好危
险区域村民转移工作的东吴镇
天童村村委会主任周宏国……
通过对这些在抗台一线践行初
心使命，守护和保障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的党员干部的跟
踪报道，让受众真切感受我们
党员干部冲锋在前的先进事
迹，传递了满满的正能量。

四是广电记者的情怀担当

依旧。当下媒体格局与传播方
式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新闻
媒体从业人员面临着全新的挑
战。作为广电媒体的新闻工作
者，需要我们主动转变，迎接挑
战。这次“利奇马”台风的突发
新闻报道，正是给了我们每一
位新闻工作者展现自我风采的
平台。防大汛、抢大险、救大
灾，最为检验为民初心，也最为
考验新闻记者的责任担当，同
时也充分展现了我们不畏艰
险、攻坚克难的精神风貌。

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轼在《赤
壁赋》中这样写道：“盖将自
其变者而观之，而天地曾不能
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
于我皆无尽也。”对于我们记者
而言，不管台风如何肆虐，不管
新闻内容变与不变，我们都需
始终如一，守住心中的不变信
念，勇敢前行。

（作者单位：鄞州区广播电

视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