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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浙江省广播电视新闻奖（专题、评论）综述

参加 2018年度电视新闻奖

评选工作，虽然当下传统媒体

发展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业

界弥漫着焦虑的情绪。但是，

在选送的作品中还是深切感受

到了媒体人的专业主义精神和

高度的责任意识。参选作品既

用新闻的视角来检验和体现年

度重大主题、重大事件、社会热

点问题和现象，也是我们一线

记者新闻敏感、新闻发现及捕

捉的能力的体现和考察。

当然，我们也不得不关注到

今年的参评作品报送类型质量

不均衡，新闻专题较之以往无

论是数量还是质量有大幅提

升，一等奖的获奖比例也最高。

而电视评论和新闻现场直播两

大类别不仅参评数量少，质量

也有所下降。

下面，依据 2018 年度选送

的专题、评论以及直播等节目

对参评情况做一简单回顾和

梳理。

1.电视专题：坚持真实性、

深刻性、生动性的统一

同为专题类节目，新闻专

题和社教专题在时效性和功能

性的差异之外，在电视表达上

较之消息应更为讲究，追求有

意思、有意义、有意味。此次

获奖的优秀作品《聋哑男子 25
年寻亲之路 爱心接力圆梦浙

江》《弄潮——改革开放 40 年

的浙江故事》《40年 40城：港通

天下》《丝路上的钢铁“驼”队》

等等，都是在更为广阔的社会

背景下，展示新闻事件或人物

的典型性和普遍性，做到真实

性、深刻性、生动性的统一。

2.电视评论：体现社会议题

的设置能力

当下，新媒体尤其社交媒体

蓬勃兴起，势不可挡。媒体多

元，信息爆炸，媒体竞争已由

过往的信息竞争进入观点竞争

的阶段。电视评论承担的是一

种“信息影响者”的角色。如

何发挥影响，以及影响程度的

深浅，与节目的说服力密切相

关。换言之，在评论节目中，

意见性信息高于事实性信息。

因此，评论节目中体现的观点

的锐度恰恰成了优秀作品脱颖

而出的不二法宝。2018 年又

是一个民营企业尤其中小微制

造企业发展极其困难的一年。

面对复杂多变的宏观经济环

境，优秀评论《“台州制造”

2018 之问：谁慌？谁从容？》发

出强音，引导舆论、凝聚共识、

助推发展。这篇评论紧扣时代

脉搏和 2018 年经济脉动，立足

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台州制造业

实际，催动制造业和企业担负

起新时代的新使命、新担当，

以更坚决的态度和更大的力度

推进转型升级，走高质量发展

之路，是一篇有理有据有新意

的经济评论，具有很强的现实

指导意义。

3.现场直播：为历史留下直

观的记录

新闻现场直播的魅力就在

于对突发或者重大新闻事件真

实、实时地还原，为观众提供第

一时间的视觉与心灵的感受与

冲击，为历史留下最直观的纪

录。对于信息传达而言，这种

客观事实所能达到的深度和广

度是主观意志所不能覆盖的。

本年度参评的直播节目无论就

数量还是质量都不尽如人意。

仅有的 2 篇参评节目都有缺憾

之处，首先题材不新鲜。高铁

开通和台风来袭，“年年岁岁花

相似”，没有独特视角，难以抓

取观众注意力。其次，电视镜

头感不足，现场乏力。这点在

落选作品中非常明显，作品镜

头意识、场景意识不到位，导致

作品无法呈现“此时此刻”的新

闻事件。

综上，在认真梳理参评和获

奖节目中，我们特别想指明的

是优秀作品的获奖特质可能来

源于两个方面：打造优质的内

容和提供极致的体验。

首先，平台和技术的更迭，

带来了叙事逻辑和叙事形态的

变革。虽然当下算法似乎成为

内容行业的主流。但我依然认

为，从传统媒体到数字媒体，

“内容为王”的定律仍是适用

的。因为在算法大行其道之

后，始料未及的是内容同质化

的问题却越来越严重。原本让

用户能够拓展视阈的设想，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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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把用户置于信息“孤岛”

和“茧房”的魔咒。由此，我们

坚信，即使是在社交媒体、短

视频平台等新兴媒介广泛流行

的今天，优质的内容和选题，

依然是吸引受众的第一要义。

新闻的竞争一定会由当下的所

谓流量竞争走向高段位的内容

竞争。

优质内容的保障首先来源

于题材的选择，尤其是考量题

材与受众的相关性问题。这是

一种基于传播与社交的题材选

择理念。基于传播其实是一

个倒推的思维，就是对传播结

果的预期判断。在题材选择

中考虑什么样的内容易于被

传播，易于被接收，最后达到

你的或者媒体的传播最大化，

也才能获得有价值的传播影

响力。过去数十年的学术研

究往往专注于记者在报道时

的优先性，直到最近受众端的

新闻选择才开始获得关注。

为了更深入地研究受众选择

和新闻价值之间的关系，路透

新闻研究院在 2018 年对新闻

受众选择偏好进行分析。研

究发现，在信息高饱和的媒体

环境中，受众自身与新闻的相

关性恰恰是影响新闻选择的

关键因素。相关性是新闻消

费最重要的驱动力。所谓相

关性，即受众能出于新闻在地

理上的接近性、在情感上的亲

密性，或是其题材涉及更普遍

的公民利益，而感受到自身与

新闻的连接性。地理上的接

近性，在于新闻更接近受众日

常生活的范围，也因此更接近

受众的切身利益，可能对其造

成更大程度的影响，这也是很

多时候受众会更倾向于选择

和关注本地新闻的原因。情

感上的亲密性，更像是一种心

理上的接近性，受众能够对某

个新闻事件，或是某个新闻事

件中的主角感同身受，获得身

份上或心理上的认同感。新闻

的相关性还包括涉及更广泛的

公民利益和公民意义，我们的

报道往往会因为聚焦时代命

题，守望精神高地，具有公共

意义，而成为新闻受众愿意关

注的内容之一。正如此项目某

位研究者所说的，“某些东西

影响着你和你的生活。这就是

你阅读的东西，不是吗？”这种

影响绝非个人化的，而是公共

性 的 、社 会 性 的 、有 问 题 关

照的。

其次，优秀的新闻报道，还

应当更好地呈现富有张力的新

闻场景，增进受众的体验感。

《硅谷百年史》的作者皮埃罗·

斯加鲁菲认为，未来的媒体将

不是用来“获取信息”，而更多

是来“增进体验”的，受众将以

“沉浸+参与”的方式全方位地

感知并以此获得信息。移动化

时代，视觉化、视频化传播的兴

起，要求媒体人学会将新闻的

“现场感”变成“在场感”。传统

媒体时代，电视的核心优势似

乎在于对现场的再现能力。然

而，很多时候，记者“在现场”，

并不完全等同于就能给观众呈

现真实、鲜活、体验感强的新闻

画面和新闻报道，反而意味着

观众对真实现场的一种疏离。

在编导的意图、摄像的机位、导

播的剪辑等作用之下，电视中

的现场变成了精心组织的蒙太

奇，变成了对现场元素与信息

的一种挑选与再构造过程，而

不是还原性呈现。观众与现场

的关系也只是基于二维画面的

“观看”。而移动时代，新闻用

户更多地谋求“进入”到新闻事

件现场，体现自己的“在场感”。

从 CNN 的 iReport 到新华社的

“我报道”，从 2013 年美国波士

顿马拉松爆炸案到 2015年中国

天津爆炸案，突发新闻事件中，

常常有大量由现场民众拍摄的

视频在社交网络上广泛传播，

甚至被一些主流媒体在报道中

使用，其中的逻辑在于，新闻受

众更习惯于以自己的主观视角

来观察现场，而那些以第一视

角拍摄的视频，往往打破了传

统电视画面与观众之间的疏离

感，以更真实、生动、让观众身

临其境的方式，增进受众的“在

场感”、“主角感”和“新闻体验

感”。

最后，在当今碎片化传播、

短视频传播的场景下，如何在

短时间内讲好一个既符合移动

互联的叙事形态，又有深度、有

价值、有新闻性的故事？我认

为一个很重要的理念是“少”。

传统媒体对于新闻报道的要

求，往往在于全面地、完整地呈

现新闻事件和新闻场景，这是

传统媒体的平台特性和新闻受

众的观看模式决定的。随着移

动端新闻、视频化传播的发展，

内容更加短小精悍，新的叙事

模式，也更加聚焦于主题或事

件的一个纵切面，以最快的节

奏形成视觉高潮，甚至需要在

几秒内就产生一个能抓住人眼

球的视觉亮点，达到“少即是

多”的效果。

当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

太过于注重体验感的新闻，又

可能会因为缺乏优质内容和叙

事逻辑，而无法实现受众黏性，

体现新闻价值。好的新闻报

道，也应当在注重体验感的同

时，做到体验感和传统媒体叙

事品质的平衡。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传媒

与国际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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