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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科

县级电视农业节目
短视频传播的尝试

对农专辑

摘要：作为对农宣传的主阵

地，基层的县级电视台在“三

农”宣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

是面对短视频时代的到来，县

级电视对农宣传急需进行变革

和调整。浙江桐庐县广播电视

台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农

民之友》获得了 2019 年度浙江

省广播电视对农节目政府奖

（电视对农栏目）二等奖。

关键词：短视频 县级电

视 农业节目

在 4K、5G、AI 等技术不断

发展壮大的今天，人们似乎更

愿意在手机端或打开手游吃鸡

战斗，或点开各种 app观看短视

频消磨时间，却让客厅里的电

视机积满灰尘，无人问津。如

果不是有一些阅历，怎么都无

法相信，二十年之前，摆放在客

厅正中间的那台电视曾经是一

个宠儿。

随着移动终端的日益强大，

我们已经不能再用以往的思维

方式构架我们的电视节目。那

么作为县级电视农业节目的采

编人员，我们应该怎样面对当

前的新挑战，是摆在我们面前

的重大课题。

一、短视频传播符合现代人

的使用需求

做电影的看不上做电视的，

做电视的看不上做视频的，这

条鄙视链的存在曾经活脱脱展

现出了影视从业者不同圈子的

存在。然而，随着信息技术的

不断进步，我们逐渐发现，制作

门槛低，制作周期短，融合视

频、语音及文字等元素的短视

频，依托手机终端，已在发挥高

速传播的作用。

这些短视频有着符合大众

传播需求的特点：

（一）碎片化：短视频通常只

有几分钟，甚至不到一分钟。

信息大爆炸的时代，用户的注

意力通常很快就会转移，而短

视频可以让用户很快看到核心

内容，满足了用户碎片化阅读

的需求。

（二）社交化：用户可以很方

便地点赞、评论、分享自己喜欢

的短视频，帮助用户完成沟通

的需要。

（三）个性化：用户可以将自

己拍摄的短视频，上传到微信、

微博、快手、抖音等 app上，有助

于用户满足自我表达的需求，

在社交场建立起自己独特的个

人形象。

2018年，短视频成功逆袭，

在用户日均使用时长上首次反

超长视频，据最新数据显示，短

视频用户规模达到6.48亿，用户

使用率达到78.2%。①

短视频的崛起让原先处于

鄙视链中游的电视面临尴尬的

局面，不但传统的 ENG 摄像机

被灵活多变的单反干翻，诸如

稳定器航拍器等各种新鲜的拍

摄设备，也被各种UGC（用户生

成内容）生产者率先应用到短

视频拍摄中，全新摄制手法着

实吸引了大批的观看用户。面

临低谷的电视难以跟大投入的

电影相比，在与短视频的竞争

中，也渐渐掉了队。

二、县级电视对农传播的重

要价值

对于当代中国来说，农业、

农村、农民“三农”问题仍是最

重要的问题之一。电视对农节

目是满足农民群众精神文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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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生活需求，以及服务社会

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载体。

因为更加接近基层，更能反

映基层的情况，县级电视台对

农节目往往更为基层农民所喜

爱。作为对农宣传主阵地，在

反映改革进程、讴歌时代风尚、

树立致富典型、展示农村文化、

推动美丽乡村建设的过程中，

县级电视对农栏目发挥了巨大

的作用。

三、时不我待的转型调整和

创新尝试

随着移动端的兴起，电视观

众大量流失的情况日趋严重，

所幸在农村，观众流失情况出

现的时间要晚于城镇，这让县

级电视台尚有少量的时间来对

节目形态和传播方式进行适时

调整，对农栏目在农村观众中

的收视率还不至于大幅下降。

那么短视频时代的电视对农节

目究竟怎么做呢？桐庐台在实

践过程中进行了一些有益的

尝试。

（一）重要内容分级处理 节

目时长向短视频靠拢

桐庐台电视对农栏目《农民

之友》创办于 1997年，至今已有

23年的历史。经历了多次的节

目改版，近年来大致形成了《农

事吹吹风》《记者乡村行》《乡村

人物志》《乡村帮帮团》等近十

个版块，但是由于诸多原因，节

目内容经常有内容拖沓、可看

性不强的情况。

今年，我们按照当前媒体发

展的方向，对节目的架构进行

了细致研究，感觉到要吸引观

众，必须在节目时长和形态上

向短视频靠拢，因此我们提出

了重要内容分级处理的要求，

除了调查性报道要尽量深入不

限制时长，其它内容短视频化，

一般不超过 3 分钟。这样在时

长上防止了内容注水，让去除

了无效信息的内容具备更强的

可看性。

今年我们抽评到的主档节

目分成六大版块，除了调查性

报道 8分多钟，其余五个版块均

少于 3分钟，信息类每条仅半分

钟左右，这样的节目节奏明显

加 快 ，信 息 量 更 大 ，内 容 更

丰富。

（二）传播方式碎片化 传

播速度快捷化

在受众已经习惯碎片化观

看的情况下，我们努力做到传

播方式碎片化，尽量让每个版

块的内容能够适应短视频传播

的需求，比如《农民墙画师徐根

有实现愿望，到北京美丽乡村

画墙画》，这个内容就比较适合

短视频传播的需求。两分多钟

的内容，既展示了农民们的精

神追求，也烘托了新中国成立

七十周年的氛围，收到了较好

的新媒体传播效果。

接下来我们还打算根据移

动优先的战略，改变以往节目

播出之后再考虑移动端传播的

方式，优先制作适宜移动端传

播的短视频，先于电视传播。

（三）摄制手段新技术化 表

达方式新媒体化

什么样的作品适合在移动

端传播，什么样的短视频能够

得到好的传播效果？可以说爆

款短视频的类型之一，就是应

用新技术，有着震撼视觉效果

的作品。

比如，在采访过程中，我们

了解到桐庐县瑶琳镇大山村今

年新种植了大片的水果莲，这

一题材有趣又好看，但是怎样

将美景美食表达出新意，是摆

在我们面前的难题。我们的编

导摄像想到了应用全景拍摄设

备，经过多次尝试拍出了较好

的效果，经过后期剪辑制作，呈

现出来的作品形态丰富，符合

VLOG的传播需求，也得到了新

媒体用户的喜爱。

（四）注重提炼主题 节目

预告短视频化

为了锻炼编导记者的短视

频思维，提升他们的短视频意

识，今年以来，我们要求编导每

期节目播出前，均制作 10-15秒

的预告短视频。我们并非将电

视节目预告拿过来直接分发，

而是要求编导记者开动脑筋，

提炼主题，进行二度创作，设置

悬念吸引用户观看节目。经过

一段时间的运行，我们的记者

编导逐渐适应了短视频的制作

方式。

对于传统媒体来说，短视频

既是挑战，也是谋求媒体融合

的新机遇，对农栏目面临的变

革正是传媒业态变革的一个缩

影。在尝试这些做法的同时，

我们也遇到了抗拒变革、人才

匮乏和节目同质化等诸多问

题。然而当前媒体融合的时代

已经来临，作为县级媒体，我们

必须从我做起，从我变起，努力

适应这个全新的媒体发展业

态，立足三农，克难攻坚，力争

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为全

面深化农村改革助力。

注释：

①黎欣昕，《短视频：重构视

频新生态》，《视听界》，2019 年

第四期，4-4.
（作者单位：桐庐县融媒体

中心（桐庐县广播电视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