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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优论坛

吴生华 裴梦茹

广播新闻类作品创优广播新闻类作品创优：：
凸显新闻性和广播媒体特色凸显新闻性和广播媒体特色

——2020年度浙江省广播电视新闻奖消息、连续（系列）报道、
新闻访谈、新闻节目编排四类作品评选综述

好听动听可听保障了媒体的品牌影响力与核心

竞争力，除了对主持人主播语言上的要求以外，

在场景原声与采访原声的采集与处理中，对于

噪音的处理和有效段落的筛选也分外重要。同

时也存在着节目节奏把握不当的问题。部分节

目的节奏过于拖沓，表述内容冗长而不能实现

及时的段落划分，容易使观众调动起来的情绪

流失。注意力成为当今时代的稀缺资源，而广

播作为缺少视觉传播的一种媒体，如何牢牢把

握用户的注意力将面对更大的考验。快速切入

主题、引导观众情绪、调整视频节奏都将成为

广播创作者重要的竞争力打造方向。同时这也

是提升作品创作质量、适应时代发展、讲好中

国故事的重要前进道路。

（三） 风格严肃：表述刻板，缺乏话语下沉

意识

大多数作品都能较好把握作品风格，运用

贴合动人的表述方式以真情实感讲故事、讲新

闻，但是也依然存在着部分作品官方话语痕迹

较重、语气用词不够亲切的问题。主流媒体在

报道中的身份定位与传播效果需要取得平衡，

如何在讲好重大议题与调整话语模式，实现官

方媒体话语下沉中还需摸索出适合各级媒体自

己的道路。

（作者分别为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

教授，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

广播新闻类作品创优需要注意新闻性和广

播媒体特色。这一要求听起来似乎是常识，但

在2020年度浙江省广播电视新闻奖消息、连续

（系列） 报道、新闻访谈、新闻节目编排四类作

品的评选中，恰恰是发现问题最多的两个方面。

有没有较好地体现新闻性和广播媒体特色，往

往成为广播新闻类参评作品能否创优拿奖的

关键。

一、广播消息作品需要短小精悍

广播消息的优势除了符合听觉接收规律之

外，就是短、快、新。新媒体的发展，让人们

逐渐养成了“刷”短视 （音） 频的习惯。因此，

广播消息真正地短下来，已成为当务之急。

2020年度浙江省广播电视新闻奖评选与往年相

比，规则变化之一，就是取消了长消息和短消

息类别之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就不需要短消

息，更不是说，消息参评作品时长就一定要用

足文件规定的上限 4 分钟，而是要宜长则长，

宜短则短，要有实实在在的信息含量。据统计，

此次参评的 53 件广播消息作品中，时长超过 3

分钟的就有 34 件，占比高达 64.2%。其中时长

超过 3 分 50 秒的有 11 件，有 4 件作品时长都是

3 分 59 秒。时长超过 3 分 30 秒，如果不是有厚

实的内容，听起来就会让人感觉冗长。广播消

息作品时长恰好做到 3 分 59 秒，专门为评奖而

制作的意味也显得十分明显。此次评奖中，有

一些广播消息作品就是因为过于冗长而失利。

如 《宁波舟山港海域全域用上“中国芯” 612

座公用干线航标实现北斗遥测终端全覆盖》，时

长 3 分 48 秒。本来导语表达新闻的核心事实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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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提炼都较为清晰：“今天，东海航海保障中

心宁波航标处的技术人员顺利完成了小乌峙岛

灯桩新型国产北斗遥测终端安装。至此，宁波

舟山港海域 612 座公用干线航标全部升级为具

有‘中国芯’的北斗设备，从而彻底告别了长

期以来单一依靠美国 GPS 系统，世界大港航海

导航被‘卡脖子’的局面。”世界第一大港公用

干线航标实现北斗遥测终端全覆盖，这本来十

分简洁明了，背景交代也大可简化为“宁波舟

山港是货物吞吐量连续11年位居全球第一的世

界大港”，消息主体从小乌峙岛现场解说开始，

记者口述也状态饱满，作品完全可以在 3 分以

内完成。但是到消息的后半部分，又说“此外，

北斗短报文功能为航标维护、应急抢修、监控

航标实时工作状态装上了‘智慧的眼睛’，能为

过往宁波舟山港口的船舶提供全天候、全天时、

高精度、高可靠的导助航服务”，还说“宁波舟

山港作为我国沿海主要港口和国家综合运输体

系的重要枢纽，货物吞吐量连续11年位居全球

第一，集装箱吞吐量连续 3 年位居全球第三”

等等，显得十分啰嗦，最终把最具新闻价值的

核心事实淹没在背景材料中，失去了获奖的机

会。其他一些偏长的消息作品，也大多存在着

背景材料超过核心事实篇幅的问题。诚然，新

闻作品需要通过背景挖掘提炼新闻主题，但是

如果背景材料多过核心事实，就会喧宾夺主、

听感冗长。

二、新媒体环境下广播新闻作品创优更需

注重事件性

在新媒体环境下，用户端越来越排斥说教

味浓郁的主题先行式报道，而转向接受更能体

现新闻性的事件性题材。广播消息也更适合于

传播事件性的报道。此次评出的 3 件一等奖广

播消息作品，无不体现了重大、鲜活主题下的

事件性。浙江之声送评消息 《全国首个！浙江

为数字经济立法》，报道了浙江省十三届人大常

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高票通过我国第一部以促

进数字经济发展为主题的地方性法规—— 《浙

江省数字经济促进条例》 这一重大事件，数字

经济发展是浙江的“一号工程”。在全国率先开

展数字经济促进立法，是浙江推进数字领域依

法治理的里程碑事件。这一消息以鲜活的现场

音响“赞成 52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未按

1 票，通过……”体现现场性，以充分的背景

开掘展示新闻主题的重大性；杭州电台送评的

消息 《杭州“定制”的全国首趟复工人员专列

抵杭》，抓住了“铁路部门节后开行的服务企业

外地员工返程的首趟复工人员‘定制’专列”

到达杭州这一事件采制现场报道。经评委考证，

此次列车确实是复工开启后“定制”专列的

“首趟”，报道不仅有现场感，也体现了“首趟”

的创新性和突破性意义。其他获一等奖的消息

作品中，安吉电台送评的消息 《抱团抱出金娃

娃 20 村分红千万元》 报道的是该县天子湖镇

举行的一场分红仪式，20 个村通过抱团发展，

迎来“分红千万元”的收获时刻。获二等奖的

消息作品中，台州电台 《沈海高速发生液化气

槽罐车爆炸事故：争分夺秒彻夜救援 不放弃每

一条生命》 报道的是一起重大突发事件的救援

过程；绍兴电台送评的 《不到 20 亩敢报 300

亩！耕地保护补偿面积有多少在虚报？》是记者

在嵊州市下发2019年度耕地保护补偿资金文件

这一正面事件中，发现存在严重的耕地保护补

偿面积虚报问题；德清电台送评的 《全省首批

万亩废弃矿山生态修复成良田 最大地块首次种

植水稻今天开镰收割了》 是以全省首批万亩工

矿废弃地复垦利用计划中的最大地块，迎来生

态修复后种植水稻首次开镰收割事件为由头，

深入挖掘全省性主题；嵊州电台送评的 《专用

稻首次亮相水稻新品种大会》是从2020浙江·

长江下游水稻新品种大会上，抓取最新鲜的新

闻事实予以报道。这些消息都抓住新闻事件，

或做足“现场”文章，或追踪事件发展；或发

现其中问题，或深化背景开掘，挖掘了事件所

蕴含的新闻价值和重要主题。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评奖中，广播连续

（系列） 报道、新闻访谈、新闻节目编排等项

目，同样呈现了趋向于事件性选题的特点。如

获一等奖的作品中，浙江电台交通之声送评的

连续报道 《嘉兴多所初中要求使用平板电脑教

学 家长感觉被强制》报道是“平板电脑事件”；

浙江之声 《飞扬访谈》 播出的新闻访谈节目

《自诉转公诉——专访杭州女子取快递被造谣事

件当事人》，专访的是谷女士取快递遭遇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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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笑”，深受网络暴力伤害事件中的当事人。

特别是广播新闻节目编排项目，围绕重大、鲜

活的新闻事件进行编排策划的趋势尤为明显。

如分获一、二等奖的 2 件作品，浙江之声 2020

年 3 月 2 日 《浙江新闻联播》 和杭州电台 2020

年 7 月 9 日 《杭广早新闻》，前者围绕“我省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应急响应等级由一级调整为二

级”事件，后者抓住“新安江水库建成61年来

首次 9 孔全开泄洪”事件，展开策划组织，深

入报道，节目主体报道前者重大，后者新鲜，

都具有新闻事件报道的吸引力。而一些围绕重

大纪念日所策划组织的新闻节目编排，也下了

很大的功夫，但听起来总让人感觉厚重有余，

鲜活性不足。

三、广播特色体现，要充分发挥声音“三

要素”的作用

声音“三要素”包括话语、音响和音乐。

广播新闻作品要有音响特色，这是个老话题，

但在融媒传播实践中，广播新闻作品仅以文字

稿播报，或简单加入一些采访录音，缺失新闻

现场音响，已是普遍问题，有必要旧话重提。

如广播消息作品中，前述 《“加油！中国电

影” 全国52家横店电影城复工复映了》，导语

说“现场观众一片欢呼声”，消息主体却没有一

点欢呼声。又如消息作品 《义乌国际商贸城开

门迎客》，记者口述说：“上午 9 点，在义乌国

际商贸城一区的进口，经营户和采购商们正有

序排队，凭二维码和身份证，通过身份核验以

及体温检测进入商城。”采访录音中都有嘈杂的

背景声，开头的采访中还有敲锣打鼓的声音，

但记者口述一点音响也没有。

规范的口语化话语也是声音的“三要素”

之一，但是有些报道因句子超长成为语病，也

有些报刊体书面语色彩明显，遇到听众难以理

解的概念不解释，都是不合格的广播新闻作品。

如消息 《无需中转，一船直达，杭甬运河开启

“河海联运”新篇章》 中：“改造后的杭甬运河

是全国首条现代人工开挖运河，第一次把京杭

大运河向东延伸 240 公里，改写了千年古运河

的历史，成为世界上最长的人工河道。”京杭大

运河本就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河道，按这句话

的意思，“改造后的杭甬运河……成为世界上最

长的人工河道”，显然不对，而“第一次把京杭

大运河向东延伸240公里”，加了“第一次”也

是语句不通。消息 《“码上救”搭把手 “小

康路” 不掉队》，“码上救”不加解释，很容易

听成“马上救”，几乎通篇书面语言，把本来很

容易说明白的事情写得晦涩难懂。如：“‘码上

救’通过比对分析各部门救助政策，自动生成

‘应救未救’人员名单和‘应享受未享受’政策

清单，分类推送至各相关救助部门同步办理，

实现社会救助由被动申请变为主动介入。”又

如：“而在这之前，因为条块分割，各自为政，

信息不对称，资源不共享，社会救助存在‘错、

漏、忘、乱’问题。”显然记者并没有完全消化

领会，于是直接引用了书面材料。

此外，音乐的恰当使用也可以为广播新闻

作品增色。广播消息一般不能配乐，但系列报

道却可以合理地使用音乐。在连续 （系列） 报

道项中，浙江之声获一等奖的系列报道 《跨过

鸭绿江》，一开头就以精心选择音乐制作的片头

吸引人，3 篇代表作叙事话语通俗，播音饱含

深情，音响、音乐选择用心。制作上，播音、

音响和采访录音、音乐浑然一体，具有直击听

众心灵的感染力。

四、创优作品送评，结构规范再强调

广播新闻类作品的结构规范，首先是项目

类别所要求的形态的规范。比如，广播消息作

品要符合消息的基本结构规范要求，标题要简

洁明了，在叙述或概括核心事实的基础上有明

确的主题表达，导语所叙述的核心事实和主题

表达要与标题相一致，主体要围绕导语所叙述

的核心事实展开，对导语所表达的新闻主题有

所佐证。其次是广播媒体所要求的话语表述规

范，比如要避免长句，该有音响的地方不能简

单地以话题代替等等。消息作品标题的规范，

此次评奖中成功和失败的案例都十分典型。比

如广播消息 《开全国风气之先，浙江创新性为

民营企业发展立法》，这一作品评委就普遍认

为，题材很有新闻价值，但标题中“开全国风

气之先”和“创新性”有同义反复之嫌。相比

之下，浙江卫视送评的 《全国首部！浙江出台

省域层面地方法规促进民企发展》，就显得标题

对核心事实和突破性意义表达准确，获得了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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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消息的一等奖。同样的，安吉电台送评的广

播消息 《抱团抱出金娃娃 20 村分红千万元》，

就以其标题的鲜活性，得到了评委的普遍肯定，

认为核心事实表达准确，新闻主题表达生动，

富有鲜活的泥土气息。而同题材电视消息 《天

子湖：多村联营 抱团抱出金娃娃》，虽然也有

主题表达，但缺失了准确的核心事实支撑，标

题就略嫌逊色了。

结构规范上，以《“加油！中国电影” 全

国 52 家横店电影城复工复映了》 这一消息为

例，标题所传递的核心事实是“全国52家横店

电影城复工复映”，但作品通篇只采访了横店电

影城一影厅内的观众，标题和正文无法匹配。

作品时长 3 分 59 秒，显得大而无当，无法抓住

核心事实，也不符合广播新闻音响使用要求的

规范。导语说：“今天下午，在横店影视文化产

业集聚区横店电影城，当影厅灯光暗去，‘加

油！中国电影’，一束久违的光打在了荧幕上，

现场观众一片欢呼声。受疫情影响停业半年的

横店电影城，终于复工复映了。”消息开头不仅

没有欢呼声，连电影城复映第一场播放的是什

么电影也没有说，消息采访了影城工作人员、

观影影迷、复映第一批观众中的抗疫医护人员

和在横店拍戏的演员代表，横店影视董事长以

及在横店拍摄电影的一位青年导演，采访了这

么多人，直到第 3 个人采访才交代了一句“他

们前来观看电影城复工复映后的首场电影 《战

狼2》”，然后标题中“全国52家横店电影城”，

消息导语和主体没有一句话提及。

（作者分别为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

教授，浙江传媒学院 2020 级新闻与传播专业硕

士研究生）

受疫情影响推迟评审的2020年度省广播电

视节目奖服务类节目评选已顺利结束。本次浙

江省广播电视节目奖服务类节目评选共收到 33

件参评作品，其中广播类评审作品18件，电视

类评审作品15件，作品来源涵盖浙江广电集团

各频道频率及 11 地市广播电视台 （集团）。本

次评选分设广播电视单项各一、二、三等奖，

其中广播类作品一等奖 2 件，二等奖 3 件，三

等奖 3 件，电视类作品一等奖 1 件，二等奖 3

件，三等奖4件。

一、参评作品简析

本次评奖收到的 33 件作品其题材分类表现

如下：新冠疫情类送评 12 篇,在全部 33 部作品

中占比 37%；民法典宣传类送评 3 篇,占比 9%；

适老、亲子养育类各送评2篇,分别占比6%；车

辆保险新规、东西部扶贫协作、宠物旅行、电

梯改造、赤潮影响、临终关怀、汽车质量、数

字鱼、直播带货、网络诈骗、预防近视、献血、

预防碘过量、助产士等各 1 篇，分别占比 3%。

如下图所示：

2020 年度，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时代大背

景中最为显性的主题，在漫长的防控进程中，

面对每天不断变化的疫情数据，纷繁复杂的防

病抗病信息，广播电视作为传统媒体一直坚守

宣传阵地，强化自身引导舆论、服务社会的核

心功能，为公众答疑解惑，正本清源，向社会

递交了一份满意合格的答卷。与此相应，新冠

强力发挥传统媒体强力发挥传统媒体服务社会功能服务社会功能服务社会功能服务社会功能服务社会功能服务社会功能服务社会功能服务社会功能服务社会功能服务社会功能服务社会功能服务社会功能服务社会功能服务社会功能服务社会功能服务社会功能服务社会功能服务社会功能服务社会功能服务社会功能服务社会功能服务社会功能服务社会功能服务社会功能服务社会功能服务社会功能服务社会功能服务社会功能服务社会功能服务社会功能服务社会功能服务社会功能
——2020年度浙江省广播电视节目奖服务类节目评选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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