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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处 游 走 的 媒 体 受 众 的 迁

移。”③

当前，少儿节目在积极利用

“两微一端”“两微一抖”等新媒

体平台，将节目内容以亮点为

单元，拆开逐条上传等方面开

展了积极探索，有效促进了受

众的积极参与，增强了节目的

感染力、影响力和传播力。浙

江少儿频道每年的少儿春晚都

深受全省小朋友和家长的关

注。春节期间除了全家守在大

屏前观看节目，大家还可以通

过少儿频道的官微收看。每个

节目拆条以后可以通过网络平

台，随时点播反复收看，增加节

目二次传播的影响力。

下一阶段，少儿电视的媒体

人还需要积极思考和探索技术

应用维度，坚持移动优先策略，

主动顺应万物皆媒体、一切皆

平台的网络多元化、宽带化、综

合化、智能化发展趋势，积极抢

占技术传播的制高点；适应大

数据、云计算、智能化带来的新

闻生产的革命性变革，探索将

人工智能运用到新闻生产的全

流程，生产出符合全景 VR、8K
影视、3D 内容、AR 等应用场景

的新闻产品。在平台终端维

度，既要打通“报、网、端、维、

屏”等各种资源，还要努力打造

PGC（专业生产内容）、UGC（用

户生产内容）、OGC（职业生产内

容）三位一体的平台型媒体，在

推进用户主导的同时，达到主

导用户的目的，让少儿节目产

生更大的影响力。

随着技术的不断升级，少儿

电视媒体人应时刻牢记媒体人

的责任，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

导向，唱响主旋律，传播主流价

值的内容，做寓教于乐、寓教于

情、寓教于行，助力少年儿童观

众健康成长、积极向上的少儿

电视节目。

注释：

①习近平 2016年 2月 19日

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

的讲话，学习强国学习平台

https://www. xuexi. cn / lgpage / de⁃
tail / index. html? id=
12078106936733631137， 2018
年11月16日。

②习近平 2019年 1月 25日

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

集体学习时的讲话，学习强国

学习平台 https://www. xuexi. cn /
4391f754cba6be118726a5773008
cb89 / e43e220633a65f9 b6
d8b53712cba9caa. html，2019 年

01月25日。

③亨利·詹金斯《融合文化

——新媒体和旧媒体的冲突地

带》[M]. 杜永明译，商务印书馆

2012年出版。

（作者单位：浙江电视台少

儿频道）

吴生华 全开祥

创新融媒传播 发挥农业农村
现代化建设中的视听力量

——2019年度浙江省广播电视对农节目服务工程建设考核暨
对农节目（活动）政府奖评选电视对农栏目考核评审综述

对农专辑

自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

略以来，农业农村现代化宣传

的重要性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

度。2019年6月，《求是》杂志发

表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

《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

“三农”工作总抓手》指出，“农

业农村现代化是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的总目标，坚持农业农村

优先发展是总方针，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

效、生活富裕是总要求，建立健

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

策体系是制度保障。”习近平总

书记同时强调，“没有农业农村

现代化 ,就没有整个国家现代

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处理

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在一定

程度上决定着现代化的成败。”

总书记的明确要求，为各级广

电媒体做好农业农村现代化宣

传指明了方向。9月中旬，浙江

省广播电视局、省广电学会组

织开展了 2019年度浙江省广播

电视对农节目服务工程建设考

核和对农节目政府奖评选工

作，对省、市、县广播电视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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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专辑

对农节目服务工程建设情况进

行了又一次检阅。

经考核，浙江电视台公共·

新闻频道达到省广电局《关于进

一步做好广播电视对农节目服

务 工 作 的 意 见》（浙 新 广 发

〔2016〕110号）提出的要求，全省

十一家地市级和六十六家县级

电视媒体也都达到了文件所要

求的每周至少自办对农节目 3
档以上（县级台允许非自采通用

性节目或编辑类内容不超过

20%）、播出时长不少于 45分钟

的要求；并进一步增加播出总

量、提升内容质量、创新融媒传

播，围绕农业农村现代化总目

标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

打开了对农宣传报道的新视

野，彰显了脚力、眼力、脑力、笔

力“四力”践行中的新思考，提高

了栏目综合编排的新水平，凸显

了融媒服务“三农”的新活力。

一、主要特点

（一）着眼农业农村现代化

建设前沿，打开对农报道新视野

自 2018年全面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以来，全省省、市、县电

视媒体着眼农业农村一体化建

设的前沿，发挥视听融媒传播

优势，自觉承担起引领浙江乡

村振兴战略的传播实践，进一

步加强新时代对农宣传阵地建

设、内容拓展和业态创新。首

先是报道好农业农村现代化建

设的最前沿领域探索实践。如

瑞安台《吾乡吾土》栏目报道全

省首个 5G+智慧农业项目——

瑞安曹村艾米生态智能稻田，

看 5G网络技术如何打造“农田

大脑”；德清台《新农村互联网》

的记者走进德清首届美丽中国

田园博览会的筹备现场，为即

将拉开帷幕的田博会探营；安

吉台《生态家园》展示了美仑美

奂的乡村旅游2.0版——蔓塘里

“大地之光”光影秀等。其次是

关注乡村创业、乡村建设、乡村

治理的新理念和新经验。如台

州台《山海经》栏目报道仙居横

溪镇垟庄村尝试建设现实版的

QQ农场，村里拿出 10亩集体用

地，无偿给困难家庭使用，由他

们来种植应季蔬菜，没有劳动

力的家庭也可由党员干部来包

干，还可以通过出租方式由结

对的城市家庭认领承包，实现

了扶贫项目的创新；青田台《瓯

越芝田》报道巨浦乡西坑村探

索出“一亩田万元钱”的稳粮增

收新模式，实现小农户与现代

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嘉兴台

《小马跑乡村》报道南湖区国土

部门推出标准化农业设施用

房，为美丽田园建设添彩；金华

台《乡村发现》报道来自武义大

山里的草根网红，通过记录自

己返乡创业的生活吸引了近

200万粉丝；新昌台《沃洲田野》

报道东茗乡后岱山村引进江苏

畅行文旅集团有限公司经营乡

村旅游，公司董事长应聘成为

“荣誉村委主任”，引导村民注

重礼仪、搞好经营的经验；龙泉

台《剑川热土》讲述本土的青年

乡村设计师投身乡村改造的故

事等等，都具有较好的观念和

理念的引领性，所报道典型鲜

活，采访深入，为农村观众打开

了新的视野。

（二）突出“壮丽 70年”重大

主题，展示乡村振兴新面貌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 70周

年。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最大

的变化在乡村，最大的发展也

在乡村。浙江是中国革命红船

起航地、改革开放先行地、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重要萌发地，浙江乡村的

变迁，在全国具有典型的样本

意义。因此，以农民的视角，报

道好浙江乡村的 70 年巨变，电

视对农栏目同样也是主阵地。

此次考评发现，全省各台对农

栏目都及早启动，把“壮丽 70
年”重大主题宣传纳入到了宣传

报道计划中。如台州台《山海

经》栏目围绕庆祝新中国成立70
周年主题，编排了《大陈岛的“新

垦荒路”》等报道，弘扬大陈岛垦

荒精神，展现新中国成立 70年，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大陈岛

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及新老垦荒

者矢志不渝的奋斗精神。特别

是策划组织的《70年 70人乡村

人物展播》专栏，架构宏大，以乡

村人物展播凸显乡村变迁，具有

较好的规模宣传效应；嘉兴台

《小马跑乡村》记者蹲点记录了

一桥连接南北两山塘——平湖

市广陈镇山塘村和上海金山区

廊下镇山塘村，联手打造 4A级

景区村庄的长三角一体化背景

下乡村振兴的的新景观；桐庐

台《农村之友》在《我们的七十

年》专栏中，报道了手绘美丽乡

村的农民画师徐根有画墙画画

到了北京的新人物；德清台《新

农村互联网》则以《三个建国

“一台戏”》为题，巧妙地通过三

位都叫建国的人物——种粮大

户、村干部和农技人员的生活

关联，从普通人身上反映出农

业、农村的历史变化和新的面

貌；富阳台《乡村振兴》栏目以

《种粮人的“三农情”》为题，报

道了习近平总书记曾经看望

过、用彩色水稻种出“我爱你，

祖国”字样的富春街道步桥村

新型种粮大户沈永祥的故事

等，这些报道都以鲜活的泥土

味，彰显了乡村振兴建设热潮

中浙江农村的新貌和活力。

（三）关注乡村发展热点难

点，显示“四力”践行新思考

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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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经营、乡村治理，是一个全新

的探索过程，不会一帆风顺，却

会遭遇许多问题与难点。深入

调查乡村发展中的热点难点问

题，探究这些问题与难题的破

解，有利于推进乡村发展与乡

村治理的步伐，也有利于不断

锤炼对农栏目采编团队的脚

力、眼力、脑力、笔力，提升对农

宣传的质量和水平。此次抽评

考核，就发现了一批市县台的

栏目记者，在“四力”践行中探

究，显示了新的思考。2018年 3
月，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加

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实施

意见》（浙委发〔2018〕11号），要

求“到 2020年,全省城乡社区治

理体系和治理体制更加完善,城
乡社区治理能力显著提升,城乡

社区公共服务、公共管理、公共

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再过 5 到

10年,城乡社区治理体制更加成

熟定型,城乡社区治理能力更加

精准全面,基层社会既充满活力

又和谐有序。”按照这一实施意

见的部署，2018年以来，全省各

地适时启动了村规模调整以及

城乡社区治理能力提升的工

作。积极稳妥推进人口偏少村

的调整，进一步增强村(居)委会

开展社区协商、服务居民的能

力，成了各地加强和完善城乡

社区治理的新课题。围绕行政

村调整和城乡社区治理，瑞安

台《吾乡吾土》连续推出关于行

政村调整的乡村调查报道《并

村之后》，报道了温州市级试

点，2018年 11月湖岭镇实施四

村合并——行政村规模调整之

后，原来规模小、实力弱的四个

“麻雀”村组建的新巾仙溪村的

发展情况，以及八村抱团发展，

打造乡村振兴项目的新景况；

金华台《乡村发现》连续推出调

查报道《行政村调整 村庄缩减

35.8% 的背后》，关注并村难在

哪儿以及问题的破解之策；新

昌台《沃洲田野》栏目记者深入

调查，关注新一轮的行政村合

并之后并村的“破局”和“开

局”，同时专门调查报道了乡村

景点《“网红”过后如何“长

红”》；嘉兴台《小马跑乡村》也

专门关注了“网红”村庄的烦

恼；衢江区《新衢风》栏目以系

列调查报道的形式，深入调查

了“乡村民宿经营路在何方?”的
新问题；永康台《乡土乡约》同

样以全市乡村旅游开发蹲点调

查的方式，专门调研了《乡村旅

游如何破茧成蝶》的问题。这

些对乡村发展热点难点问题的

关注报道，不仅体现了电视对

农栏目的深度，更以深入的思

考推动了乡村治理的新进展。

（四）强化对农报道内容组

织整合，提高栏目综合编排新

水平

此次考核还发现，经过省广

电局集中的培训和观摩学习，

全省各市县台对农栏目的编排

水平整体上有了较为明显的提

升。大部分台主档对农栏目都

较好地实行了多方面内容组织

和小专栏化的综合编排，也有

相当多的台一周两期代表作甚

至三期代表作都实行了综合编

排，主体突出，内容丰富，组合

编排结构细致，体现了编排水

平的整体进步。比如市级台对

农栏目考核的两个优秀奖获得

者，台州台《山海经》和嘉兴台

《小马跑乡村》都在半小时的节

目中，安排设置了近十个小专

栏，以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年重

大主题报道和“三农”问题调查

为主体，间以乡村新人新貌新

科技新事物的报道，既有鲜活

的资讯提供，也有直接的为农

服务，与新媒体相融合，体现了

对农栏目综合编排的新面貌。

县级台层面，瑞安、桐庐、德清、

安吉等台的栏目，编排用心，内

容兼顾鲜活性和深度性，表现

手法兼顾故事性和创新性，主

持串接过渡自然，较好地展现

了对农栏目的整体传播效果和

编排之美。以电视对农栏目评

选一等奖获得者瑞安台《吾乡

吾土》栏目为例，抽评到的三期

代表作主体突出，内容丰富，组

合编排结构细致。在主体专栏

的设置上，从《小海农友圈》《农

事直通车》到《乡村大搜罗》和

《田野追梦人》，再到《田野新

风》和《乡土监督哨》或《乡土调

查》，由互动导入到快速浏览式

的资讯服务，由现代“三农”的

新事新人，到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的重大主题报道，或体

现舆论监督性或深度性的调查

报道，由可看性到深度性，由思

辨性再回到服务性，体现了较

好的逐渐深化的收视感，和观

众注意力的有效引导。又如电

视对农栏目评选二等奖获得者

桐庐台《农村之友》，主档8月26
日播出节目，设置了《农事吹吹

风》《记者乡村行》《治村三十六

计》《乡村七十年》和《乡村

VLOG》5个版块，其中主体版块

《记者乡村行》深入调查，关注

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过程中遇

到的问题，《治村三十六计》关

注报道了护村 23 年，今夏新升

级的浮桥埠村乡村物管队，《乡

村 70 年》跟着记者去北京一睹

农民墙画师徐根有的风采，乡

村治理的典型经验，乡村人物

的鲜活故事，以及乡村发展的

新问题，既体现了较好的可看

性，又体现了一定的报道深度。

同时，较大信息量的资讯提供，

以及形态新颖的“乡村 VLOG”

帮助农民对水果莲的助销，主

对农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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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串接起众多的记者现场出镜

报道，对农栏目编排整合之后

的整体性体现相当好。

（五）积极运用视听融媒传

播手段，凸显融媒服务“三农”

新活力

随着省市级广电媒体的融

合发展和全省各地县级融媒体

中心的建设，视听媒介的融媒

传播业态渐趋成熟。在融媒发

展的大潮之中，我省各地广播

电视对农栏目也都积极运用视

听融媒的传播手段，凸显了融

媒服务“三农”的新活力。如瑞

安台《吾乡吾土》通过融媒体直

播间的运用，记者来到田间地

头，通过融媒直播，搭起了农户

和广电助农平台——瑞安农产

实体店的桥梁，为当地农户创

造了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全新的

服务方式；青田台《瓯越芝田》

栏目创新三地连线直播方式，

开展“侨乡传媒来扶贫 平昌花

椒直销欧洲”三地连线直播活

动，帮助四川省平昌县花椒种

植农民销售青花椒 20 万斤，销

售额达 600 万元。新昌台等多

个台对农栏目以“主播帮你上

抖音”的融媒传播形式，帮助农

民进行农产品促销，取得了良

好的效果。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对农栏目与新闻同质

化现象有所显现

考核评审发现，有一些台，

明显地将新闻栏目播出的报道

“平移”到了对农栏目中播出，

报道语态与新闻同质化严重，

缺乏专门的为农服务视角。有

一些台将对农栏目记者合并到

新闻部门，“三农”报道同时在

新闻和对农栏目中播出。殊不

知，同样是“三农”报道，新闻栏

目是以新闻视角报道“三农”，

对农栏目是以服务视角报道

“三农”，诉求和取向不一样，所

针对的目标传播对象和传播目

的也区别明显，这样的“多平台

分发”效果未必会好。

（二）对农栏目采编播队伍

专业化趋于弱化

考核评审同时发现，不少台

对农栏目主播明显就是新闻主

播架势。同时，从考核填报资

料情况来考察，不少台对农栏

目采编播专业化队伍已经“解

体”。对农栏目采编播队伍不

专业，在做对农栏目的同时，兼

做新闻或者其他栏目采编。队

伍不专业，与涉农部门的联系

就会削弱，对农栏目的整体质

量也会下降。

（三）对农栏目抽评考核突

击化现象较为明显

考察一些台填报的综合汇

总表发现，一些台栏目时长填

报的是 15或 20分钟，但抽评到

代表性节目却时长超过 20 分

钟、25分钟，明显是为了应对抽

评的“加长版”。甚至有的台，

表格填报常态的栏目时长是 15
分钟，但主送代表节目要超过

20 分，另两档节目却仍然是 15
分钟。

（四）对农栏目在融媒体平

台建设中缺乏一席之地

从考核的情况来看，大多数

市县台，在媒体融合发展中，融

媒体平台上还缺少对农栏目的

“一席之地”。许多台的对农栏

目只是简单地通过微信公众号

开展一些求购求卖的信息发布

服务，对农栏目的媒体融合传

播探索体现得还不多。

三、对加强电视对农栏目建

设的建议

（一）坚守对农栏目定位，凸

显乡村振兴宣传主阵地的价值

在乡村振兴的热潮中，各台

领导要重视广播电视对农节目

服务工程的投入和建设，加强

与农业农村部门的协作。多地

的经验证明，在当前广播电视

媒体经营困难不少的情况下，

对农服务有着很好的政府资

源，只有做好为“三农”部门的

服务，做好为“三农”工作的服

务，以作为赢得地位，才能凸显

乡村振兴宣传主阵地的价值。

（二）稳定专业采编播队伍，

做出对农栏目全新面貌

在媒体融合发展的趋势下，

对农栏目要注重与新媒体融合

下的垂直纵深发展，而不是简

单地与新闻或其他栏目进行简

单的队伍归并。只有建设一支

稳定的专业采编播队伍，才能

深入、持久地深耕对农栏目的

融媒传播与发展，以精准的服

务赢得口碑，赢得持续发展的

机遇。

（三）注重常态化的综合采

编，有效提升对农栏目信息量

据了解，在一些市县台，常

态的对农栏目都是单条或简单

的二、三条报道播出，信息量少，

服务性差，仅靠 8月份抽评期间

的偶尔突击，根本无法招揽收听

看的人气。只有保持常态化的

综合采编形态，才能以充足的信

息量和实实在在的服务性，有效

提升栏目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保持栏目持久的生命力。

（四）纳入融媒传播实践，探

索对农栏目融媒服务新途径

各台要考虑在融媒建设发

展的过程中，为对农栏目创造

一席之地。对农服务是省市县

三级广播电视媒体开展公共服

务的重要内容，在媒体融合发

展的过程中，同样需要与时俱

进，积极探索融媒服务的全新

途径。

（作者单位：浙江传媒学院

新闻与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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