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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浙江省广播电视新媒体获奖作品评析

以技术为外驱力的新媒体

迅猛发展，从生产流程、内容制

作、产品运营、组织架构等多层

面对传统专业媒体提出了挑

战。挑战即是机遇，为推动主

流专业媒体向新媒体转型，中

国新闻奖、浙江新闻奖都增设

了新媒体奖项。从 2018 年起，

浙江省广播电视学会设立新媒

体奖项已至第二届。2019年浙

江省广播电视新媒体奖共设三

个奖项：短视（音）频新闻、新媒

体直播、新媒体创意互动，共评

出一等奖 5件，二等奖 12件，三

等奖 17件。从本次获奖作品可

以看出，浙江省广播电视新媒

体作品从选题、技术呈现、制作

水平、创新策划等方面都获得

了长足的进步，但也存在着选

题新闻性不够、将形式创新等

同于融合创新、对新媒体作品

标准把握不够清晰等问题，本

文将一一作出评析和回应。

一、如何理解新媒体作品

传媒业是一个高度依赖技

术的行业，每一次技术变革都

是对媒体行业的巨大推动。当

前媒体新技术沿着移动化、视

频化、数据化、智能化、平台化

方向发展，传统主流媒体面对

商业媒体的巨大挑战。依据以

上媒体技术发展的趋势，具体

到新媒体作品应体现以下几个

特征：

1. 作 品 应 优 先 移 动 终 端

呈现

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到

8.17亿，网民通过手机接入互联

网的比例高达 98.6%。“移动优

先”意味着从简单的移动端产

品设计开始，重新制作复杂作

品的方法。新媒体作品首先要

考虑是否在移动端上呈现，考

虑移动端独特的用户体验。例

如，在移动优先的方案中，网络

可用性和信号强度可能不可

靠。因此，为用户提供继续脱

机工作的选项可能是用户满意

度的关键。再如，我们在制作

短视频作品时，如果是移动优

先方案，需要考虑的是竖视频

还是横视频更符合用户的习

惯。国外如 Snapchat、Facebook
等社交巨头已经率先开启竖视

频风潮，2018年 3月Netflix移动

端以竖屏视频格式展示内容。

随后 Instagram发布了竖视频分

享平台 IGTV。从使用上来说，

竖视频可以单手操作，更符合

大众碎片化、场景化的接受

习惯。

2. 作品应具备多种技术融

合创新表现手法

新闻融媒体作品重要特点

是数字技术在新闻报道中的创

新与应用。在《中国新闻奖媒

体融合奖项评选办法》中明确

规定了参评作品的范围为“于

上一年度应用数字技术、移动

互联网技术进行融合传播的新

闻作品。”中央出台的《关于推

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

展的指导意见》中指出“推动媒

体融合发展，要将技术建设和

内容建设摆在同等重要的位

置”，要“以新技术引领媒体融

合发展、驱动媒体转型升级”。

这些规定和意见都把技术融合

摆在非常重要的位置。新媒体

作品必须体现出技术融合特

征，其中以数据可视化、人工智

能、VR等为代表的多媒体表现

形式，应充分运用到新闻作品

中，实现从可读到可视、从静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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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动态、从平面到立体的升级，

满足用户多种体验需求。

3. 短 视 频 作 品 应“ 去 电

视化”

短视频从载体上看，是专门

为移动互联网定制的视频，和

电视上我们观看的传统电视视

频有明显区别，时长以 3分钟以

内为宜。短视频是为手机定制

的，是碎片化的，逻辑相对跳

跃，有时候并不需要逻辑线，只

需要展示场景即可，所以短视

频对后期制作的要求更高。从

形态上看，短视频可横屏也可

竖屏。

传统电视化的表现手法并

不适合短视频，比如短视频靠

画面去推动，不适合话外音，大

字幕取代话外音更加适合移动

端，有些资讯类的短视频完全

不需要传统电视里的主持人。

此外，有些事件类的短视频，可

以使用3D动画等增强现实技术

来增强叙事视角。

二、本次新媒体获奖作品的

特点

1. 重 大 主 题 报 道 多 角 度

呈现

重大主题报道是新媒体作

品角力的主战场，本次获奖作

品体现出对重大主题深度挖

掘 ，多 层 次 、多 角 度 呈 现 的

特点。

省级头部媒体运用新技术

宏大叙事。比如新蓝网的《“八

八战略”十五年》，该视频短片

聚焦“八八战略”这一引领浙江

发展的总纲领、推进浙江各项

工作的总方略，集中展现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在浙江的萌发脉络和生动实

践，展望浙江干在实处永无止

境，走在前列要谋新篇，勇立潮

头方显担当，推进“八八战略”

再深化、改革开放再出发的宏

伟图景。该片采用珍贵视音频

素材，再辅以照片实景还原、3D
等新技术手段，使短片更加富

有感染力。该视频一经推出，

引发热烈反响，总点击量达 50
万+。与商业化的媒体平台相

比，主流媒体在题材选择、表现

风格等方面都有自己独特的取

向。借助融合技术的表现手

法，改变用户对主流媒体的刻

板印象。

地方媒体小角度切入，更具

人情味。在重大主题报道中小

角度切入，更富人情味，以情感

打动人是本次获奖作品的又一

特点。比如纪念“枫桥经验”55
周年的重大主题报道，绍兴广

播电视总台的《我不是赵信》短

视频作品以讲故事的方式呈

现。“细节、生动”是作品宗旨，

策划组四下枫桥，前往枫桥镇

政府、枫桥派出所、几个有代表

性的村庄等地，接触了十余个

典型人物，最终决定以社区警

务工作出色的民警赵信为主

角，讲述枫桥独一无二的警民

故事。该片用细致入微的镜头

和笔触，呈现了大量微小却动

人的细节，不虚浮，不煽情，3分

44 秒的篇幅，却以丰富的画面

浓缩且清晰地传递了枫桥派出

所“吃透小字经，推动大平安”

的要义。

再如丽水市广播电视台的

《一名老党员的升旗礼》。为庆

祝七一建党节，记者前往位于

丽水市遂昌县大柘镇的浙西南

第一个党组织中共遂昌支部旧

址泉湖寺，拍摄采访义务管理

泉湖寺、坚持升国旗整整 16 年

的 84 岁老党员朱宗鹤，记录他

在清晨升国旗唱国歌的全过程

以及他整理以前换下的国旗、

为参观人员讲解、带领参观人

员重温入党誓言、做笔记等场

景。该短视频新闻在无限丽水

APP、丽水在线网站、《瓯江报

道》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平台

发布后，得到大量点赞和转发，

其中在无限丽水APP上当天阅

读量就已过万。通过讲述老党

员朱宗鹤的感人事迹，激发广

大观众爱党爱国的热情，让“浙

西南革命精神”更加深入人心，

也为迎接新中国成立 70周年营

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2.深度挖掘数据资料，新媒

体技术运用成熟

本次“新媒体创意互动”奖

项的获奖作品体现出了较高的

水准，参评的作品大多前期都

有细致深入的案头准备工作，

并运用H5、VR、AR、动漫、短视

频等多种手段，推出互动式、服

务式、体验式新闻信息，转变传

统媒体的话语形态，进一步提

升网感，适应视频化生存。

比如新蓝网的《“浙”里有位

先行者》聚焦浙江的民营经济，

将改革开放以来浙江民营经济

的发展进行梳理后，分为萌芽、

迸发、激荡、再出发四个阶段，

以谢高华、鲁冠球、宗庆后、李

书福、马云等人物的故事为线

索，用四幅精美手绘长图，结合

珍贵视音频资料，制作成一个

内容丰富形式新颖的 H5，讲述

浙江民营经济的先行者们四十

年来敢为人先的故事。H5推出

当日，点击量达到 50万。该H5
最大看点在于创新运用下拉式

专题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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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幅连环画的形式，配上具有

时代感的纯手绘画风，图集、音

频、交互式体验多种表现形式

相结合，还原出 40 年来民营经

济发展历程中的代表性事件，

兼具了观赏性和故事性。

再如嘉兴市广播电视台的

《让档案说话》，为纪念改革开

放 40周年特别策划推出新媒体

系列H5，以嘉兴 40年来的珍贵

历史档案为主角，撷取 40 年进

程中城市建设、环境治理、文化

建设等 8个方面的闪光点，与网

友共同回顾嘉兴改革开放历程

中重要的篇章和故事。该系列

共制作《让档案说话！“桥”见

嘉兴变化，“天堑”变通途》《让

档案说话！商圈变迁见证嘉兴

发展》《让档案说话！嘉兴人

的票证岁月，你知道多少？》等

八篇报道，在改革开放 40 周年

纪念日首发，引起网友强烈关

注。记者通过走访市档案馆、

图书馆、各大主题博物馆等

地，搜集尘封已久的档案资

料，包括各类文件、照片、报

纸、视频等，同时寻访亲历者，

以其所见所闻所感来捕捉引起

网友共鸣的细节。后期以 H5
的形式精心包装制作，结合丰

富的图文、视频和互动问答小

游戏等方式，最终呈现出生动

活泼又具历史厚重感的新媒体

创意互动产品。

此外还有一些比较优秀的

作品，如杭州市广播电视台的

《影像杭州 40年》、台州市广播

电视台的《“日记老人”张士友

的时光机》都体现了这个特点。

3.地方媒体选题接地气，善

于利用原生态视频

本次评奖地方台选送的作

品体现了本地特色，接地气，用

当地群众喜闻乐见的内容和形

式完成作品，有些作品还比较

好地利用了原生态视频。比如

衢州市广播电视台的《乡村春

晚 中国农民的文化自信》，

“乡村春晚”已经成为乡村振兴

战略的“浙江样本”“文化密码”

“生态引擎”和“打开模式”。该

片从乡村春晚发祥地庆元县月

山村原始生动的排练现场切

入，由点到面，引出目前丽水共

有 1000 多个行政村自办村晚，

800多名农民导演、30多万村晚

民星、100 多万观众，逐渐形成

以丽水为轴、全国联动、全球参

与的春节习俗和文化品牌。片

子虽然只有短短三分钟，却构

筑了一个“以小见大”“跨越时

空”的宏大叙事，立意深远。再

如诸暨市广播电视台《“老赖”

别跑！》诸暨市人民法院对一幢

面积 770 平方米的豪宅进行强

制腾房，诸暨台首次对执行现

场进行直播。该直播节目通过

电视、网站和微信平台同步推

出，70多万人次在线收看，产生

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央视《新

闻直播间》以《让“老赖”无处遁

形》为题对此案带来的启示进

行剖析。央视《新闻联播》播出

《联合惩戒 让老赖一处失信处

处受限》，将此次强制腾房作为

破解执行难的典型。

此外，一些台非常善于利用

原生态视频制作节目，比如衢

州市广播电视台《86 秒！挽救

了一个孩子！》虽然不是第一时

间赶往现场，但通过现场采访

当事人叙述事发现场，结合视

频监控还原了事发经过，第一

时刻发布短视频极大的视觉冲

击力震撼人心，救人者的朴实

话语让人动容，整篇报道很好

展现了衢州的最美风尚。

三、本次获奖作品也存在明

显的不足

1.选题新闻性不足

本次获奖作品除了浙江电

视台教育科技频道《关注桐庐

廊桥桥顶坍塌事故》，舟山市广

播电视台《直击中国首艘 2 万

吨级江海直达船首航》，浙江

之 声 、新 蓝 网《最 美 杭 黄 看

“浙”里 见证杭黄高铁通车》

以及前面提到的衢州市广播电

视台《86 秒！挽救了一个孩

子！》几个报道外，其余选题皆

为重大主题类或策划活动类报

道。重大主题要花精力去做

好，新闻性、民生性强的选题

也要兼顾。好的选题是新闻成

功的一半，用艾丰先生的话讲

就是 :“记者首先要选对了庙，

拜对了神，烧对了香，走对了

门”。选题准，事半功倍；选题

不准，事倍功半甚至徒劳无

功。好的内容是主流媒体的优

质资源，尤其是新闻性强的报

道和民生报道是传统媒体和商

业媒体比拼的核心竞争力，这

类选题不能缺失。

2.新闻标题不够清晰

新媒体作品的标题要求清

晰、准确、信息含量大，标题要

导语化，即用简洁、明确的语言

将关键核心信息提升到标题

中，本次即便是在获奖的作品

中，标题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

比如《我不是赵信》《核桃树之

恋》之类令人不解的标题也多

有出现。

（作者单位：浙江传媒学院

新闻与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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