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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清荣 陈茜玉 洪 琳

““老影像老影像””如何彰显如何彰显““新活力新活力新活力新活力新活力新活力新活力新活力新活力新活力新活力新活力新活力新活力新活力新活力新活力新活力新活力新活力新活力新活力新活力新活力新活力新活力新活力新活力新活力新活力新活力新活力””
——全媒体时代浙江广电媒资内容价值凸显的若干思考

业务研究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也是

“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这一年，我们喜

迎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踏上“十四五”发展

征途，全面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下称“集团”） 在成

立 20 周年之际，把版权运营工程列为“十四

五”深度实施五大工程之一，以期通过释放版

权资源价值，为集团融合发展提供新动能。浙

江广播影视资源中心 （下称“资源中心”） 作

为集团下属的内容资源管理部门，承担着集团

媒资资源收录、管理、开发、利用等职能，在

集团日常宣传保障工作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

用。内容资源是核心战略资源。在大数据时

代，广电媒体音视频老资料价值日益凸显。本

文将从微观层面，就媒资的内容价值体现展开

探讨。

一、数字化时代媒资管理现状

节目资源收存一直是媒资管理上一个较为

突出的问题。近年来，集团不断适应媒体融合

发展，通过制度完善、广电新技术应用等措施

堵住内容流失漏洞。

（一）媒资收存制度确保媒资内容应收尽收

实现内容资源应收尽收、颗粒归仓的关键

是要建立完善的媒资收存制度。集团高度重视

媒资内容的收存管理，早在2015年就出台《浙

江广播电视集团广播影视资料在线收存管理办

法 （试行）》，资源中心媒资专员每年对下一年

度拟收存媒资内容进行调研，形成下一年度的

收存媒资内容计划，包括所有在线播出节目、

重要节目素材、大型纪录片等，报集团编委会

审批同意后执行。对于大型纪录片等重点项目，

集团还建立了内容素材收存和财务报销联系制

度，确保媒资内容应收尽收。

（二）广电新技术赋能媒资高价值

无技术，不广电。技术的迭代更新、设备

的转型升级，让原先依托介质存在的档案型内

容资源逐渐成为可以流通共享、增值产值的无

形资产。2015 年，集团中心媒资系统建成并投

入使用，实现对内容资源的统一归档、集中管

理、合理流通。同年，资源中心上载机房验收

通过，为抢救大批量节目介质提供技术保障。

2020年，集团融媒体新闻中心成立，媒资服务

从以存为主的管理后端走向以用为主的生产前

端。以今年为例，资源中心先后向节目生产部

门提供“疫情防控”“东京奥运会”“共同富裕”

等内容的延展性资料推介，对节目选题进行拓

展，给节目制作提供新思路。同时，为节目生

产部门提供硬核内容支持。

二、实践应用中媒资体现的价值

全媒体时代，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这两架

“马车”并驾齐驱，已然形成多点开花、多面出

击的竞争局面。在激烈竞争中，新兴媒体的崛

起给传统媒体带来巨大冲击，传统媒体在节目

制作、信息传播、受众覆盖等方面的优势不复

存在，但传统媒体几十年的内容资料积累是新

兴媒体所无可比拟的。集团拥有50余万小时视

音频资料，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至今，时间跨

度长达半个多世纪，庞大的内容资源为节目制

作的广度、深度和高度提供了强有力支撑。媒

资在实践应用中的价值不断显现。

（一）媒资让人物塑造更丰满

人物塑造需要真实影像，人物特别是已故

的历史知名人物的珍贵资料 （画面+同期） 更

是在片中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资源中心

从2018年开展节目创研、进驻式服务后，便与

频道开启了一系列人物类创制项目的深度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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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研究

2018 年 7 月，资源中心配合集团钱江都市频道

在 48 小时内制作完成“最美奋斗者”浙江省

20 名候选人的宣传片及采访纪实短视频。时间

紧、任务重，以拍摄为主完成任务几无可能。

资源中心第一时间指派媒资编导加入钱江都市

频道“最美奋斗者”制作突击队。根据创作意

图，在逾千小时的相关媒资素材中，提炼出全

部候选人短视频版(平均时长 3-5 分钟)的素材，

为集团打赢这场基于媒资创作的主题宣传微视

频短、平、快“战役”提供了有力保障。今年

6 月，集团钱江都市频道再次承接了重点宣传

项目《百年潮涌·之江楷模》，要在半个月内创

制 100 个之江楷模短视频，其中有一批楷模已

故，这让媒资成为了出色完成这项任务的坚实

臂膀。实践证明，媒资在宣传项目特别是有关

大体量人物的宣传报道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是

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二）媒资让历史场景更真实

媒资的恰当运用是让历史事件阐述更为真

实的最佳选项，它所能传递的现场感是最恰如

其分的情景再现所不能达到的。当历史媒资以

全新的形式出现在媒体中，特别是新媒体端，

所传递的内容和效果也时常超出预期。今年春

节，资源中心精心打造的老影像系列短视频在

全网络端刮起强劲“回忆杀”旋风，其中 《30

年前浙江人春节穿什么》 上线“美丽浙江”抖

音号当日，便进入全国抖音热榜和微博热搜，

上线 3 日，收获点赞 54.4 万次，播放量 3613.3

万次，评论量、转发量创老影像题材类历史新

高。与此同时，资源中心以“杭州第一次元宵

灯会”为切入点，结合“数字化改革在身边”

的宣传需求，创制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元

宵灯会是啥样？ 这条 1984 年的古早视频带你

开启回忆杀》 和 《1984 年建国后杭州第一次元

宵灯会》，点赞量均超过投放平台平均水平。可

见，基于历史媒资开发的影像视频是广受网友

欢迎的，究其原因，是历史影像的真实感所彰

显的无穷魅力。

（三）媒资让故事呈现更权威

今年，集团精心打造了党史题材影视汇编

特别节目《精神的力量》。节目通过“电视剧汇

编+嘉宾讲述+实景寻访+情景再现”等多维度

呈现方式，以生动的艺术影像、深情的实地探

访和真挚的解读感怀，重温百年党史，见证时

代变迁，赓续红色血脉。资源中心作为集团最

了解内容资源“家底”的人，在摄制组成立时，

第一时间选派“资料导演”团队进驻 《精神的

力量》 摄制组，实时为团队提供最精准的资料

服务。为生动反映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

反映中国共产党人以人民幸福为己任的壮志胸

怀，资料导演团队在庞大数据库中“大浪淘

沙”，寻找到王会悟1991年采访同期声、“船工

张潮满介绍红军巧渡金沙江的故事”采访画面

镜头、汶川抗震救灾期间资料画面等珍贵史料，

让事件讲述更具权威。透过历史资料，润物细

无声地将观众带入了那些峥嵘岁月，将资料用

年轻的语态娓娓道来，既拉近了观众与历史、

与革命先辈的距离，也让历史事件更真实。这

样的原貌呈现若没有媒资的助力，就可能大为

逊色，即使通过3D、特技等多角度创制也难以

超越历史媒资的真实。

（四）媒资让历史表达更有沉浸感

2018 年，为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浙江

广播电视集团与中国美术学院共同承办 《光影

不惑——我们的四十年》 影像展。资源中心作

为主创单位之一，充分发挥广电内容资源和美

院视觉艺术优势，通过对 40年来，一代代浙江

广电人用手中的话筒、肩上的摄像机记录的 15

万小时珍贵影像素材重新制作、包装、演绎，为

全体观众奉献了一场彰显改革开放40年发展成

就的视听盛宴。在受到热烈反响和广泛好评后，

资源中心乘胜追击，分别于 2019 年参与主创

《浙江省广播电视 70 年成就展》、2021 年参与

《百年潮涌——浙江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大型展览 》《“浙里小康”——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100周年特展》《“百年担当”浙江艺

术特展》共五大展览。通过深挖历史影像、重新

演绎包装并以“沉浸式”展陈理念，再现当年情

势，让观众瞬时穿越时光隧道，行走在时代回

廊。珍贵历史影像与老物件陈设、衬托影像等结

合所迸发出的火花，让历史不再沉寂。

三、媒资的使命担当与新展望

全媒体时代的到来，为媒资的发展提供了

更多可能性。去年 7 月，资源中心积极与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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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毓

挖掘档案红色文脉挖掘档案红色文脉
提升文旅节目价值引领提升文旅节目价值引领

——《跟着档案去旅行》栏目践行初探

业务研究

接轨，从 9 家专业影视制作公司中脱颖而出，

成功竞得浙江图书馆 《文化浙江》 系列微视频

制作项目，并圆满完成这一文化精品工程，实

现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经济价值三丰收。随

着“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

体”的到来，资源中心在助推媒资产业发展上

开展了一系列有益尝试，持续探索实现媒资价

值新的增长点。

（一）注重史料价值和社会价值

媒资内容是反映社会变迁、记录社会发展

最客观的载体，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它是“会

说话”的文献资料。在集团的媒资内容里，有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胶转磁资料，有号称是

“能听的古董”的黑胶唱片。它们以其独特的魅

力，记录、诉说着时代的印迹。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挖掘媒资史料价值和社会价值的

首要前提是要加大力气做好媒资内容整理和编

目工作，尤其是要清楚标记年代、人物、大事

记等关键信息，方便历史资料被检索和再利用。

（二）媒资用得好就是金山银山

媒资服务生产，生产创造价值，内容资源

的资产价值正在逐渐显现。如何让媒资内容梅

开二度？如何对媒资内容进行产业化开发和增

值？如何让媒资资产“又好又快”变现？都是

当下需要思考和摸索的课题。浙江广电集团

“十四五”规划里明确提出要实施版权运营工

程，“强化集团版权全链路管理，强化实现版权

保护一体化协同，强化打造版权运营新格局”。

媒资要乘借东风，整合资源、盘活资产，实现

版权价值最大化，让这座“矿山”真正变为

“金山银山”。

从保障生产到助力创制，从助力创制到自

主创作，媒资这块璞玉在不断打磨中绽放光芒。

浙江广播影视资源中心也正以“让媒资焕发青

春”为使命，立足过去、着眼现在、展望未来，

有力推动媒资事业发展在新的赶考路上开新局、

谋新篇。

（作者单位：浙江广播影视资源中心）

摘要：在当今日趋激烈的市场化竞争中，

承载着珍贵历史和文化基因的档案和电视媒体

的有机融合，如何紧跟时代、弘扬红色文脉、

吸引观众、造福乡村并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

发挥积极引领作用，本文以浙江电视台新闻频

道与浙江档案馆合作推出的栏目 《跟着档案去

旅行》 为例，探索档案资源开发如何与电视传

播手段创新融合，打造思想性、艺术性和可看

性俱佳，传承红色文脉、助力乡村振兴的精品

力作。

关键词：电视传播 档案文化 红色文脉

助力乡村振兴

为适应媒体融合快速发展，服务大局，满

足观众的文化需求，又能从市场竞争中胜出，

电视媒体需要正思路，出奇招，创新意，这是

奠定和提升电视媒体传播力、影响力、引导力

和公信力的基石。2019 年浙江电视台新闻频

道与浙江档案馆合作推出的 《跟着档案去旅

行》 栏目 （以下简称“栏目”)，旨在运用现

代视觉形式，发掘档案背后的精神价值。化死

水为活水，让沉睡的档案史真正“走进寻常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