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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互联网时代，互联网

新兴媒体和宣传渠道遍地开

花，许多电视节目受到巨大冲

击，尤其是党建类电视节目颇

受影响，以至于运营及传播现

状都存在困境。正是在这样的

背景下，党建电视节目必须在

“互联网+”的强大时代背景下

进行转型和改变。只有走出顺

应时代发展的第一步，制定相

应的策略，才能重新夺回党建

电视节目的阵地，不断创新、不

断突破屏障，打造具有互联网

DNA的好节目。

关键词：党建节目 “互联

网+” 转型策略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时代的
到来，党和政府越来越着力于
党政舆论的引导与惠民政策的
传播。党建电视节目，作为党
政宣传领域最早与人民群众接
触的媒体，更是肩负着贯彻落
实党的新闻舆论话题推广和普
及的重任。习总书记曾多次提
到，党建思想的普及、新闻舆论
的传播，都关系着民生，这不但
是我们党政工作的重点，也是
顺应大时代背景下的奋斗方向
和旗帜目标。而通过电视节目
宣传党建工作，是最快、最广、
最便捷的传播党建动态、工作
方针的主要媒介。①

一、党建节目的发展和现状
上世纪九十年代，全国各个

地方的电视台都专门设置了党
建电视节目并陆续开播。初级
阶段党建电视节目主要针对各

阶层的党政机关、各级干部及
党员制作播出，以起到贯彻党
政思想的学习目的。可以说，
党建节目是最早期的党员教育
培训形态的电视节目雏形，为
各级党员干部提供了丰富多样
的学习素材和影像影音资料。
党建电视节目虽然在各级电视
台播出，但它一直是以党政工
作为核心的。党政电视节目就
是为了向广大人民群众传播党
的重大方针和指导思想，围绕
着党的中心工作中心思想而存
在的。

近年来，党建节目如雨后春
笋般成长起来，电视创作的规律
和手段也不断地被引入到党建
节目的制作中，党建节目由此得
到了快速成长，持续突破。但在

“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下，仍经
受着巨大的挑战。与热门电视节
目、互联网热门节目相比，党建节
目在定位、选题内容、节目类型
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局限，受众
面相对狭窄，很难脱颖而出。在

“互联网+”新兴媒体的冲击下，党
建电视节目面临着来自互联网的
巨大压力，急需变革。

二、互联网对党建电视节目
的转型助推

互联网时代，如何留住观众
的目光，锁定大众的关注重点，
是党建电视节目必须关注的问
题。在冲击和挑战面前，有地
方电视台率先出击，结合时下
亮点，重点推出能吸引眼球的
新节目。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党
建电视平台从 2012年 1月 18号

正式开播以来，先后推出了《党
建播报》《党建好声音》《书记访
谈录》《才智访谈录》等自办栏
目，积极传递党的声音、报道党
建动态、宣传先进典型、讲述党
员故事，逐步成为浙江党建宣
传的重要窗口阵地。

时任中宣部部长刘奇葆曾
提出新旧媒体融合发展“移动
化”“视频化”“社交化”“互动
化”“分众化”“多媒体化”的目标
和“利用移动互联技术实现弯道
超车”的要求，以形成传统主流
媒体快速占领和覆盖移动互联
网的大好局面。顺应时代发展
的要求，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党建
电视平台近年来切合融媒发展
思路，通过深入浅出地解读党
建精神、聚焦并推荐先进典型、
积极了解并回应群众的呼声，
运用全新的互联网视角和维
度，传播并唱响党建好声音。
与此同时，该平台运用数字化
运营模式、依托电视台和互联
网平台同步进行高效高频播
出，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三、党建电视节目在互联网
背景下需要拥有的“DNA”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党的新
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坚
持正确方向，创新方法手段，提
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近
年来，网络和数字技术裂变式
发展，带来媒体格局的深刻调
整和舆论生态的重大变化，新
兴媒体发展之快、覆盖之广超
乎想象，传统媒体已经到了一
个革新图存的重要关口，跟上

高 爽

“互联网+”背景下
党建电视节目的转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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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发展步伐，加快媒体融合
发展进程刻不容缓。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党建节目是办给基层党员
和群众看的，因此“以人民为中
心”，走好群众路线，坚持贴近
实际、贴近百姓，做到上接天
线，下接地气就尤为重要。如
何做到“以人民为中心”，让节
目更鲜活，更具真情实感，是党
建节目创作者一直在探索的方
向。作为访谈类节目，《党建好
声音》栏目从话题设置到嘉宾
邀请，从访谈内容到穿插 VCR
的拍摄，都尽量放低视角。比
如 2019 年 4 月 26 日 播 出 的
《“退”有所为》，讲的是退出领
导岗位后干部的心态和工作状
态。从观众的收视心态来说，
该选题有其独特的吸引力，从
某种角度说可以满足受众的

“窥视欲”。栏目组请来了三位
身份不同的嘉宾，他们中有人
从机关案头转型到冲锋在前的
一线，有人从领导岗位直接退
到了街道社区，如何调整心态
的变化，制度如何激励更多

“退”有所为的老同志挑起组织
赋予的新使命，在新的岗位继
续挑担尽责、干事创业，是节目
要传达的声音以及呈现的意
义。这期节目通过三位老同志
的访谈输出观点，通过深入基
层的走访呈现现状，力求内容
和观点经得起推敲并且深入人
心。节目播出后确实也收到了
较好的反响，这给当下的党建
节目带来的启示是，在融媒发
展的新形势下，党建栏目应该
更加主动对接基层与实践，确
保“三贴近”，这样栏目才能真
正做到面向最广大的群众。

“党建电视是办给基层党员
群众看的，要走好群众路线，坚
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
众 ，做 到 上 接 天 线 ，下 接 地
气。”②在笔者看来，这就更加要

求节目创作者要以大众的收视
心理和审美体验为出发点，以平
民化的视角拉近与电视观众的
距离，在记录人物与描述事件方
面保持客观独特的视角，让党建
节目真正做到接地气，让党政思
想真正做到“飞入寻常百姓家”，
这也是党建节目创作者一直以
来探索和坚持的方向。

（二）坚持突出典型人物

新时代的背景下，只有坚持
问题导向，以时代精神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标准去衡量
和审视，才能让镜头下的人物
与时代同频共振，迸发出震撼
人心的力量。典型人物怎么才
能突出呢？

理论节目要做得“高大上”
容易，像典型人物的报道，一旦
缺乏细节就会变得空洞苍白。
细节是典型报道的毛细血管，正
是由于有“细节”这种毛细血管
的营养输送和血液滋润，党建节
目才不会死板、僵硬、枯燥。细
节的捕捉要求创作者俯下身
子，走进基层一线去了解和挖
掘。近期的浙江党建电视平台
节目关注到脱贫致富不忘党
恩，捐赠茶苗帮困扶贫的安吉
党员宋昌美。节目组编导跟随
她和捐赠茶苗的其他党员，去
贵州普安县和四川青川县拍摄
现场的情况，这一路山高水远，
路途艰险，他们遇到过泥石流，
有人病倒有人水土不服，但安
吉的党员们克服重重困难，带
着技术一次次往返，实质性精
准地帮扶贫困地区，送去了茶
苗也在当地栽下了致富的希
望。摄像机镜头真实记录下了
浙江党员精准扶贫的故事，也
展现了浙江人民在打赢脱贫攻
坚战中的先锋表率形象。同
样，为了制作特别节目《情系青
海 共筑昆仑》，编导组远赴青
海，与援青干部们同吃同住，拍
摄他们在高原上的工作生活，展

现他们“缺氧不缺精神，艰苦不
降标准”的工作信念，讲述他们
援青的故事。在海拔三千多米
的天峻县，援青干部联系浙江
医生，为藏民们送去白内障救
治手术；在干旱少雨的乌兰县，
援青干部引进浙江企业，让牧
区实现光伏提水；在柴达木盆
地，援青干部利用电子商务，让
农牧民打开枸杞产销渠道。在
采访牧民的时候，虽然语言不
通，但从他们的眼神里，笔者大
致读懂了他们的意图。这种情
感的迸发和捕捉、典型人物身上
的故事细节，是整个片子的亮点
和动情点。

有人说，基层是媒体人的富
矿，一走进就鲜活，一深入就生
动。党建节目的采制，唯有蹲
点一线、扎根基层，践行“脚力、
眼力、脑力、笔力”，深入实践，
深刻挖掘精神内涵，那些“沾泥
土”“带露珠”的节目和人物才
能真正深入到观众的心里。

（三）坚持打造融合传播新

业态

互联网作为划时代的工具，
推动了人类进行新的传播革
命，在当下的全媒体时代，信息
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无人不
用。截至2018年6月，我国网民
已超过 8 亿，其中手机网民占
98.3%。③在某种意义上说，谁
掌握了互联网，谁就把握住了
时代的主动权。

在“互联网+”的新媒体时
代，既能满足人民群众的大众
性需求又能够给观众和用户带
来不同的、有趣味性的体验，创
造并带来众多高质量兼具正能
量的原创内容，成了党建电视
节目在当下需要努力的创作重
点。④唯守正者进，唯创新者
强，唯融合者胜。媒体融合是
时代所向、大势所趋。党建节
目的传播，必须坚持传统终端
和新兴终端并重、客厅大屏和

业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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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小屏并重，让主流媒体借
助移动传播牢牢占据传播制高
点。目前，《党建好声音》、《书
记访谈录》等党建节目除了守
住大屏，也在浙江组织工作网、
新蓝网、手机端等“多端”发力，
让节目多渠道“二次传播”，真
正做到在全媒体环境下具有广
泛到达率和覆盖率，让党建思
想“飞入寻常百姓家”。

打破传统传媒思维，瞄准媒
体技术前沿，紧扣融合发展实
际，融媒体环境下，传播主体和
受众之间的交流渠道被打通，
党建节目除了要保证优质的传

播内容，更要主动与观众、用户
做好线上线下的沟通和互动，
通过微信、微博、客户端等方
式，让更多的受众参与到节目
中来，传递信息，发表看法，参
与到信息传播的过程中。

综上所述，互联网+背景下
的党建节目唯有善于在改革浪
潮中勇立潮头，勇于在变革中创
新发展，以深化改革推进深度融
合，以融合力壮大主流阵地影响
力，才能更好地发挥主流舆论宣
传的导向作用、旗帜作用和引领
作用，才能在新形势、新格局中
长足发展、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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