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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媒体时代，在重大突发性

事件报道中，如何抓住听众网友

关心的内容，讲好故事，及时传

播正能量，是主流媒体记者必须

思考并不断探索的重要课题。

2019 年 8 月，超强台风“利

奇马”来袭，临海老城全部被淹，

笔者采制的短视频 《浙江临海几

乎全城被淹，这个小区挺住了！

全因业主一起做了一件事》，用 2

分 36 秒的时间，充分运用现场视

频紧凑的剪辑和配乐等融媒手法，

生动展现了临海遭遇建国以来最

强台风袭击后，湖畔尚城小区业

主团结自救，最终成功保住小区

的精彩故事。作品在微信、微博

和央视新闻+APP 等平台传播，

并在腾讯、网易等门户网站得到

转载，获得了千万级点阅量。该

作品被评为 2019 年度浙江新闻奖

新媒体类短视 （音） 频一等奖。

本文拟结合这一作品的采制，剖

析融媒体时代重大突发性事件报

道中如何讲好故事的浅见。

一、什么样的故事是好故事

作为多年参与台风等重大突发性事件报道

的记者，笔者认为，面对重大突发性事件，记

者不仅要即时报道当地受台风影响的最新信息，

更要挖掘关注度高、打动人心的好故事，弘扬

主旋律，生动践行主流媒体的社会责任。

好故事首先要具有新闻价值。在临海古城

普遍被淹、全国人民都十分关注的前提下，临

海湖畔尚城小区却成为少数几个没有被淹的小

区之一，为什么？怎么做到的？故事具有较强

的悬念，吸引人看下去。好故事要打动人心。

小区数百位业主众志成城、彻夜坚守，连续奋

战几十个小时，用棉被、沙包、垃圾桶筑成两

米高的堤坝，最终保住了小区没有被淹。几乎

每个人都会这样设问：如果我住的小区遇到这

样的灾难，我们能否做到和临海湖畔尚城小区

一样？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做到了不普通的事

情，这期间所体现的众志成城、保卫家园的精

神，无疑是打动人心的。视频推

出后，在朋友圈、微博等社交平

台刷屏，各大网站广泛转载传播。

网友评论：“人心齐，泰山移”

“看得我眼泪都掉下来了，真感

人，这就叫家。”

好故事要弘扬主旋律、正能

量。这个故事展示了邻里关系中

最温暖人心的一面。当代邻里之

间人际关系不只有冷冰冰的“低

头不见抬头见”，更有“远亲不如

近邻”。这个故事展现了人民群众

在大灾大难面前永不放弃、团结

奋斗的强大精神。

二、善于发现，第一时间挖

掘好故事

要讲好故事，前提是要挖掘

好故事。在重大突发事件的报道

中，记者到达现场后，通常会碰

到信息繁杂、无处下手等问题。

这就要求记者有很强的新闻敏感

性，有善于发现的眼睛。

临海古城被淹后，全国各地

救援队连夜赶往临海。我当时也

跟随一支救援队到达临海。在临

海采访期间，我看到听到很多可歌可泣的好故

事，有救援队强行进入危险水域救助市民；有

医护人员、警察、消防队员冒着生命危险坚守

岗位；有普通市民英勇加入抢险队伍等等。这

当中，最有新闻性、最令人感动的故事来自微

信朋友圈。

2019 年 8 月 12 日，我无意中在朋友圈看到

一位临海朋友感慨说，隔壁小区停水停电没信

号，自己小区一切正常，真是太幸运了。我一

直在临海一线采访，知道这次临海损失巨大，

大部分小区都还没恢复正常秩序。看到这条消

息后，我不禁有个疑问：这个小区为什么这么

快就能恢复正常？我迅速和这位朋友联系后才

知道临海湖畔尚城小区的故事，意识到这个故

事具有很大的新闻价值，于是我马上深入这个

小区进行采访。

可见，记者在重大突发性事件报道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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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时刻绷紧那根弦，竖起天线，从各种途径发

掘好故事，这样才能成就好报道。

三、仔细搜寻，用现场视频还原新闻原貌

视频已成为当下最主流的融媒体产品之

一 。 根 据 《2019 中 国 网 络 视 频 发 展 研 究 报

告》，截至 2018 年底，中国网络视频用户规模

达 7.25 亿，占整体网民的 87.5%。相比过去的

图文报道，视频报道更能让受众有身临其境的

体验。

在采访这个故事前，我跟后方编辑进行了

沟通，焦点在于用怎样的形式来表现这个故事，

是图文、音频还是视频？论采制难易程度，图

文采制最为轻松，音频次之，视频最难。但考

虑到视频的表现形式最强，符合当前传播趋势，

最后大家一致决定，重点推视频报道。

我认为，要讲好这个故事，用视频还原故

事原貌无疑是最佳选择。所以一到现场，我先

跟物业联系，希望能要到当时的公共视频。但

因为这起事件主要发生在小区地下车库，再加

上发生时间是晚上，光线不好，公共视频的质

量非常差，基本都没法录用。我只能采用笨办

法，尽可能多找业主了解情况，希望他们提供

自己拍摄的视频。这时候又碰到一个问题，当

时参与的人数较多，如果挨家挨户去征集，时

间显然不允许。在采访一位业主时，他无意提

的一句话给了我解决问题的思路。这位业主说，

他们发现洪水快要超过警戒线时，马上把现场

视频发到业主群，号召大家有力出力。我灵光

一现，业主们拍摄视频后，基本都会分享，除

了发朋友圈，发业主群应该也会有很多。业主

群里会不会就有大量现场视频？我立刻借了一

位业主的手机，查看业主群聊天记录。这一看，

就发现了新闻富矿，群里足足有上百个现场视

频，各个时间段、各个场景都有。事后初步统

计了下，总素材长度超过90分钟。大量珍贵的

第一现场镜头，忠实记录了事件发生的原貌。

经过后期的精心剪辑和视频包装，作品“原生

态”地还原了现场，具有很强的冲击力和代入

感，让受众身临其境，仿佛和业主们共同身处

那个紧迫的时刻。

在过去，要想做到用视频来还原现场很难，

因为绝大部分新闻发生时，记者都没法第一时

间赶到现场记录。随着视频时代的到来和手机

的普及，用视频还原的技术手段已经成熟。公

共视频、新闻参与者自己拍摄的视频、新闻旁

观者拍摄的视频等，只要有心，就能寻找到足

够的视频素材，将整个事件用视频的形式原汁

原味地呈现出来。

四、深入采访，用心用情讲好故事

新闻已经过去，如何还原惊心曲折的过程，

尽量给读者一个真实动人的现场，除了尽可能

收集所有素材，还需要记者深入采访。采访到

新闻中的关键人物，才能真正讲好一个故事。

在采制 《浙江临海几乎全城被淹，这个小

区挺住了！全因业主一起做了一件事》 这个新

闻报道时，我了解到这样一个细节：因为物资

短缺，两位完全没有经验的业主自告奋勇，划

着橡皮艇渡过湍急的水流，拉回了 700 只编织

袋。这个细节很精彩，可惜两位业主当时根本

没条件拍视频，他俩只是出发前互相拍了张照

片。我去采访时，两位业主都有事情，没法回

来接受采访。此时我已经采访了数十位业主，

对整个事件的经过基本了解，视频素材也已收

集完毕。对媒体来说，稿件的时效性尤其重

要。如果要采访这两个人，我必须要继续等

待，没法以最快的速度发出报道。等，还是不

等？当时我自己心里也有犹豫。经过我和后方

编辑沟通，大家商量后认为，这个细节是故事

的一大亮点，如果没有采访到当事人，故事就

没法完整，所以必须要采访到他们，为此宁愿

推迟发稿时间。于是我告知两位业主，不管多

晚，我都会等他们回来接受采访。经过沟通，

最终，他们特意在午休时间回到小区，接受我

的采访。在采访中，我了解到他们一路划船出

去遇到的各种惊险故事，这些内容是此前其他业

主没有提及的。后来这些故事，都被我用到成

片中，为故事增色不少。

在新闻采访中，对核心当事人的采访是非

常关键的采访。这个道理大家都懂，只是记者

在一线采访时，会因为各种因素，导致很难采

访到核心当事人。我的体会是，这个时候，还

是需要坚持，尽最大可能采访，保证新闻的真

实性和完整性。

（作者单位：浙江之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