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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 坚

刍议对农节目的
几种误区与矫正策略

近年来，电视对农节目越来

越多，内容鲜活生动，形式丰富

多彩，它们在充分展示“三农”

工作的新形象、新作为、新面貌

的同时，也为传播科学知识、沟

通城乡交流架起了一座桥梁。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对农

节目在充分展示丰收时节的鲜

花、佳肴和美味的同时，有意无

意地对某些内容解读出现偏信

偏听、误读误导的现象，有的甚

至不惜将其演绎成“传奇”进行

传播。大致归纳起来有以下几

种情形。

误区一：盲目演绎数据

所有的农业生产实践活动

归纳起来，可以用最简单的数

学公式进行概括：“单产×单价×
规模＝产出”。因此，许多对农

节目常常用这道简单得连小学

生也会计算的算式得出许多让

人惊讶的结论：“千万财富”、

“亿元梦想”。但是能讲故事的

才子却未必是会做算术的能

人，农民真正的收益不能以这

样简单的算术一概而论。农业

生产不但有成本的问题，同时

还蕴藏着许多自然风险和市场

风险。统计学的经验告诉我

们，样本选取的方法和数量，决

定了统计结果与事实之间的距

离。“单产”除了农产品的产量

有一个商品率的问题，同一时

期的“单价”又包含了农产品的

成本价、批发价、零售价等多种

含义；品质不同，自然单价不

同；而品质相同，时令不同，单价

也会不同。如果忽视了农产品

作为时令（鲜）商品的市场规律，

混淆了农产品“毛利润”与“纯收

入”的基本概念，一味地选取并

不靠谱的样本进行简单的数学

计算，其结果自然与事实有天壤

之别。所谓的蜂蜜千元一斤，茶

叶几万元一两，这样的价格即便

存在，也不具有代表性。用“特

殊”语境下的极端价目推导出

“一般”常态下农产品整体收益，

这种博人眼球的做法既背离了

“三农”一线的生产实际，也与新

闻真实性的原则格格不入。

误区二：片面认知过程

农业生产看似简单，但实际

上大有学问。记者的采访既是

一个拜师学习的过程，也是一

个求证辨识的过程。如果不问

青红皂白，道听途说，偏听偏

信，拿来就用，就会闹出笑话

来。例如有记者深入陕西某苹

果产区采访，一边大口“尝”着

苹果，一边夸耀苹果有“奶”香。

记者问村干部：这奶香是怎么

来的？村干部说：这个果园一

年要喷洒几次鲜牛奶。于是，

记者恍然大悟说：噢，难怪有奶

香！咋看起来，“奶”香苹果的

因果一目了然。但是稍有农业

知识的人都知道，任何植物对

肥料、农药、激素的吸收转化都

有一个复杂的过程。我们姑且

采编经纬





BROADCAST
B
R
O
A
D
C
A
S
T

T
E
L
E
V
IS
IO

N

视听纵横2020·2 …………
…

…

▲

假定鲜牛奶喷灌是客观存在

的，但是喷到果树上的鲜牛奶

要转化为苹果本身具有“奶”香

的风味物质，这其中存在着喷

灌的频率、浓度、成本、机理等

一系列“待解”的疑问。如果没

有一个相对科学的时间过程，

喷到苹果上面的将不是“奶”

香，而是牛奶的酸臭。在日常

报道中类似的例子并不鲜见，

“会游泳的鸡”“听音乐的猪”等

等，如果这样似是而非、无法求

证甚至违背科学的“噱头”被随

意演绎、胡乱夸耀，成为对农节

目的主体，那么对农节目传播

科学、服务“三农”的基本定位

就会出现明显的偏差。

从某种意义上说，记者对农

业科技认知的水平关系到涉农

报道的品质与舆论的导向，认

知偏差，导向出错，诸如“药水

西瓜”“香蕉癌症”“柑橘蛆虫”

之类的小新闻就会不经意间酿

成伤农、坑农的大事情。

误区三：错误得出结论

在对农节目中，我们经常能

看到某某项目能致富、某某种

养能挣钱。但是，任何一个项

目的成功都是有一定的内因和

外因促成的。成功可以借鉴，

但不可以复制。而对出于某些

动机下包装出来的所谓致富项

目，记者更需要区别真伪、谨慎

对待。例如某一时期“红豆杉

可以防癌抗癌”的报道一度喧

嚣尘上，“种红豆杉能够致富”

被夸耀为致富新路径。一些不

明真相的农民盲目跟风、受骗

上当。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

国药典》没有将红豆杉植物本

体收录在内，红豆杉植物本体

并非药物。早在 2006年原国家

卫生部就曾发布公告，严禁食

品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和经营含

红豆杉的食品，并提醒消费者

不要食用红豆杉或含红豆杉的

食品。通过检索，国内也没有

一家企业从红豆杉植物中工业

化提取紫杉醇用于医药或其他

领域。所谓的红豆杉能够防癌

抗癌，实际上是一种变了味的

变相广告。

误区四：戏说情感传奇

春种秋收、夏耕冬藏，随着

季节的变迁，农业生产时时呈

现出万千变化。如果深入其

中，有讲不完的“三农”故事，学

不完的科技知识。但是某些节

目因为拍摄周期、人力财力投

入等原因，不是围绕着生产节

奏与规律，讲透技术、刻画人

物，而是过度炒作当事人的某

些情感经历如婚变、自杀等，生

产、生活环节草草带过，这样看

似内容丰富、情节曲折的节目，

实际上苍白、空虚、做作，多了

“戏说”，少了“农味”，最终“演

绎”变成了“演义”，“致富经”变

成了“山海经”。

之所以会出现上述情况的

新闻原因很多，最主要的是与

从业人员缺乏基本的专业素养

有关。所谓的专业素养就是从

事对农节目采编人员对“三农”

工作政策、技术、规律、特点等

相关专业知识的储备。从专业

的角度讲，对农记者具有“三

农”方面的专业知识背景，更有

利于把握节目的政策导向、科

学内涵和致用价值。目前我国

尚未规定从事涉农报道的记者

必须具备农艺师之类的专业资

格，但是一些地方已经开始注

意到这一问题，并着手选用农

业专业知识背景的年轻记者加

入 到 对 农 节 目 的 采 编 队 伍

中来。

对农记者从业时间的长度

往往决定了专业知识储备的多

寡，也决定了对“三农”问题的

认知深度。只有不断学习，夯

实专业的根基，才能驾轻就熟，

厚积薄发。有的记者平日里对

“三农”工作接触不多，知之甚

少，等到采访任务来了，临时抱

佛脚，指望着通过网上搜罗、蜻

蜓点水、临场发挥，就能做出符

合科学规律和政策精神的对农

节目，这是几乎不可能的事。

“专业”的能力绝非天生，也

无法一劳永逸、一蹴而就。“好

的新闻报道要靠好的作风文风

来完成，靠好的脚力、眼力、脑

力、笔力得来。”①无论对农节目

采编人员有无“三农”的专业背

景，对“三农”相关专业知识的

学习、储备，都有一个再学习、

再提高、不断完善、与时俱进的

问题。这既是对农节目采编人

员练好“内功”、增强“四力”的

出发点，也是对农节目丰富内

涵、力克“传奇”的“文化自觉”。

一、增强专业储备 夯实理

论根基

“三农”问题关系全局，是党

和国家工作的重中之重。从

2004年起中央连续16年发布了

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

文件》。中央一系列对农政策，

高屋建瓴，涉及到“三农”工作

的方方面面，而且每年都有新

思路、新变化。在学习、贯彻中

央方针政策精神中，对农节目

采编经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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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到了政策宣传和下情上达的

作用。政策理论是专业储备的

重要组成部分。对农节目采编

人员对中央、地方涉农政策研

读得越深入、越扎实，对“三农”

工作的熟悉与理解就越充分、

越透彻，对农节目的选题和方

向就越有针对性、系统性和指

导性，对农节目在政府推进农

村文化繁荣和新农村建设的主

阵地上越能发挥主动性。如绍

兴台《破冰之履》、台州台的

《“空村”计》等作品都是记者深

入学习中央关于农村土地三权

分置、乡村振兴相关政策之后，

深入到农村一线抓到的“活

鱼”。

二、增强专业储备 应对媒

体分合

近年来，作为大众传媒的电

视一方面出现了“小众化”的分

野，对农节目的专业频道、专业

栏目层出不穷，屡见不鲜；另一

方面又出现跨媒介“大融合”的

趋势。分分合合中，就对农节

目制作的“专业性”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对农节目服务的对象

是农民，根基在农村。没有

“钻”，何来“专”？能让对农节

目在纷繁的媒介竞争中“木秀

于林”，制胜的法宝就在于它的

“专业性”。记者不懂“专业”，

泛泛而论，夸夸其谈，就无法透

过现象，抓住本质，把握规律，

准确解读，科学传播；对农节目

也无法胜任政策指导、科技宣

传、沟通城乡、服务“三农”的基

本功能，所谓的专业频道、专业

栏目、“小众”服务就无从谈起。

三、增强专业储备，掌握采

访主动

涉农专业知识的学习和积

累，对专业从事对农报道的记

者来说不是可有可无的“身外

物”，而是必须熟练驾驭的“基

本功”。一个分不清韭菜小麦、

听不懂术语行话的记者，不但

很难胜任“三农”问题的深入

报道，而且还很易发生以讹传

讹的各种谬误；相反，记者如

果对农业生产规律了如指掌，

那么在采访时就更能赢得被采

访对象的信任和主动。所谓

“腹有诗书气自华”，只有掌握

了相应的专业知识，才能保证

记者与农民、农技专家在“专

业”层面上的交流互动、对等

切磋；做到提纲挈领、有的放

矢。被采访对象也更加愿意在

懂“行”的记者面前敞开心扉。

对农节目有了科学意义上的

“专业性”，就能最大程度地将

不实、虚假、炒作的信息内容

拒之门外。

四、增强专业储备，保障科

学传播

农业生产归根结底是“种”

“养”两个字。随着农业科学技

术的迅速发展，现代农业更是

变成一册集科学技术、生产生

活、营销管理于一体的“百科全

书”，新政策、新知识、新技术、

新方法层出不穷，如组培、克

隆、转基因、太空种子等等。不

断掌握新知识、熟悉新领域、开

拓新视野、增强本领能力，这是

时代对对农节目采编人员提出

的新要求，只有通过不断学习、

把握要领，对农报道才能做到

厚积薄发、深入浅出、举重若

轻。例如宁波市种子公司在绍

兴与农民开展合作的“籼粳稻

杂交育种”，是有别于袁隆平

“籼稻杂交”的一大创新。但是

如果记者一知半解，囫囵吞枣，

自己都弄不清水稻杂交是怎么

回事，就很容易讲外行话、做外

行事，与克隆、转基因混淆起

来，或者张冠李戴，在科学解读

上出现这样那样的偏差。比

如，我省通用性对农节目《赶

花》先从母本（粳稻）的感光性

和父本（籼稻）的感温性个性差

异，说明了“籼粳稻杂”突破籼

稻杂交“禁区”的重大意义，然

后通过图表演示了母本不育系

（粳稻）和父本恢复系（籼稻）的

杂交关系，最后通过现场的人

工“赶花”，讲清了水稻“借种”

育种的科学原理。一个意义重

大、内容深奥的科学创新，通过

这样的解读，既通俗易懂，又生

动有趣。

当然，“或许要求记者对自

己每天处理的事件都要有超越

常人的知识是太过分了”“记者

虽然不能在所有的领域都成为

专家，但至少他们能迅速查到

他们所需要的资料”。②这是

“专业”层面上最起码的要求。

如果不能适应这样的工作转

型，而停留在“捣浆糊”、说“传

奇”、讲“演义”的层面上，我们

的电视对农节目最终要被时代

所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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