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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创优之我见

人口老龄化是贯穿我国 21 世纪的一个重要

国情，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是国家一项长期战

略任务。据了解，按户籍人口统计，截至2020

年末，浙江省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1187.52 万

人，占总人口的 23.43%。①也就是说，浙江大

约每 4 个人中，就有一位是老人。当前，浙江

省委省政府正部署加快建设“幸福颐养标杆

区”，合力打造“浙里长寿”金名片，助力共同

富裕示范区建设。

在这一大背景下，深耕养老领域，打造退

休一族专享定制节目，服务好老年群体，对媒

体来说是挑战，更是发展机遇。浙江电台民生

资讯广播 《清晨阳光》 栏目从节目内容、线下

活动、媒体融合等多方面，助力浙江践行习近

平总书记赋予老龄事业的新要求，做好媒体服

务新文章。节目以“满足长者朋友所需”为主

旨，打造老年节目有声陪伴的新窗口。笔者作

为节目主持人结合工作实际，就如何在当下融

媒体的新形势下做好一档老年节目谈谈自己的

浅见。

一、走出直播间，关注受众关切

作为服务类节目主持人，首先要明确服务

对象，即受众群体。老年节目服务的人群有其

特殊性，想要更好地了解受众，就需要主持人

走出直播间做节目。身为九零后，笔者对老年

群体可以说是一无所知。花了近半年时间，笔

者跑遍了杭州和长者人群相关的管理机构、老

年大学，想方设法去走近和了解这个群体。这

段经历帮助笔者在短时间内与受众建立联系，

拉近与受众的距离，并学会和受众交朋友。

笔者发现，多数人对于长者人群的认识仍

然存在偏差。如把老龄问题简单理解为老年人

的养老问题；把老年人的养老问题简单理解为

养老服务问题，忽略了老年人除了养老服务方

面的需求外，还有经济保障、精神保障、参与

社会发展、自我价值实现等多方面的需求。许

多退休长者朋友虽已离开工作岗位，但仍然保

有一颗热爱学习、发挥余热的心，这也是为什

么全国大多数城市老年大学一号难求的原因。

笔者发挥自身特长，送朗诵公益课进老年大学，

以此撬动线上节目与线下听众的链接，果然很

受长者朋友的喜欢。3 年来，笔者坚持做线上

一周一次朗诵教学，并多次开展“四季诗会”

线下系列活动。听众的朗读作品目前已达到播

出标准，实现为节目正常供稿。在这一过程中，

笔者也发现，老年群体的信任一旦建立，就是

长久且稳固的。目前 《清晨阳光》 栏目已成立

志愿者团队、诵读团队以及银龄诵读俱乐部。

二、从受众需求出发，力求提高节目服务性

退休一族的需求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健

康保健的需求；二是精神文化的需求。明确了

需求，就要精准施策。《清晨阳光》栏目从受众

需求出发，精心编排节目内容，以求提高节目

的服务性。栏目设有《苏婷说给你听》《心中的

那首歌》《做自己的健康保健医》《经典诵读》

《银尚潮生活》等版块。

《苏婷说给你听》 打造老年专享新闻内容，

涵盖最新养老政策、文娱、天气、购物、旅游、

体育、票务信息等各种与老年生活息息相关的

新闻资讯，触及到老年群体所关心的方方面面。

节目还为听众分享国内外最潮流的养老方式，

以及黑科技、大数据、人工智能助力养老等相

关内容。比如机器人如何陪伴照顾老人的退休

生活，换房养老、田园养老、旅居康养等新兴

养老模式的先进案例等。

对于任何时代的人而言，音乐都承载着其

浅析全媒体时代
广播老年节目传播策略广播老年节目传播策略

刘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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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记忆。《心中的那首歌》 每日一首经典歌

曲，在节目中给人以舒适、亲切的收听氛围，

通过经典歌曲拉近节目与听众之间的距离，调

剂节目的收听感。《经典诵读》版块由节目听众

代表成立的“银龄朗诵俱乐部”以及“编辑诵

读组”成员为听众朗读经典文学作品或原创作

品，给听众建立一个学习交流的平台，亦可增

强节目听众的黏性和节目的可听性。

《银尚潮生活》版块主要讲述银发一族积极

享受退休生活、发挥余热再做贡献的典型故事。

宣传长者人群中传播中国文化、紧追时代潮流的

精彩事迹，他们也是这个时代最时尚的代言人。

《做自己的健康保健医》版块致力于为退休

一族提供各种最新的前沿医学知识，教大家如

何给自己治“未病”。在此版块基础上，2021

年 《清晨阳光》 栏目携手浙江省级三甲医院推

出特别策划——“百位名医谈百病”。节目组与

各位医学专家共同筛选近百种长者人群易发高

发的健康问题，如 《肺结节与肺癌的关系？》

《如何与更年期“握手言和”？》《一张药品说明

书的由来》等，让大家了解，很多疾病是由于人

们的认知错误导致的，很多疾病的治疗目前已经

可以实现日间康复。同时让大家明白：疾病在于

防，不在于治。与病共存，是现代人人生必修课，

力求帮助听众树立科学的个人健康管理观念。节

目一推出，就有听众留言道：“正是所需！”

三、运用互联网思维 创新节目运营模式

时代发展所遇的挑战，背后也充满着机遇。

李克强总理在 2021 年全国两会上指出：“银发

经 济 ， 未 来 必 将 会 成 为 中 国 经 济 新 的 增 长

点。”②如何在中国老龄化进程中承担起一份媒

体人应尽的社会责任与担当，如何在服务好退

休一族的同时把握住银发经济，值得大家深思

耕耘。当下，大屏已裂变为各种小屏，人人都

是自媒体的时代，需要主流媒体拥抱变化，取

长补短，大胆创新，积极融合。笔者认为，必

须跳出广播做广播，带着互联网思维、产品思

维去运营节目，耕耘市场。

2020 年，栏目联合省文明办、省委老干部

局、省老年活动中心共同开展“银尚达人助力

公筷公勺进我家”全媒体公益倡议活动，以活

动定制公筷公勺为载体，积极发动全省长者力

量，将文明用餐新风尚传递到全省千家万户。

活动先后在富阳、桐庐、杭州三地开展线下活

动。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兰娟、亚洲食学论

坛主席赵荣光、浙江省级八家医院院长以及百

名抗疫英雄以录制短视频的方式共同为倡议发

声。活动累计触达浙江省十万余户家庭，同时

联合省委老干部局联系55家省直属单位，为浙江

省8654名离退休干部和在职干部发放“公筷公

勺”宣传品21500份，获得了较好社会影响力。

2021 年，《清晨阳光》 栏目携手省老年活

动中心在疫情之下举办全省银龄朗诵大赛。来

自全省11个地市的千余名退休长者朋友在云端

用诗歌献礼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以诗会

友，享受美好退休生活；携手省委老干部局共

同推出“在‘浙’里·潮生活”全省银尚达人

评选活动，共评选出20位在各个领域有较深造

诣的达人，并拍摄系列短视频，依托浙江广播

电视集团“喜欢听”平台，建立音视频合集，

实现扫码实时收听收看，在全省营造退休一族

追求时尚、争当达人的潮流氛围。让中老年朋

友看到，衰老不是退休的代名词，追求梦想，

就是最青春的人生。通过和相关单位的携手，

孵化品牌 IP 活动，讲述退休一族精彩动人的故

事，让节目有创收、有创优，更有受众服务性

和社会影响力。

四、结语

快时代背景下，更需照顾好“慢速度”。这

是媒体工作者的职责与使命。深入践行“四

力”，走进和了解受众群体，关注其关切，扎扎

实实做好内容，用心用情做好服务，方能在中

国老龄化进程中，贡献出媒体人应尽的社会责

任与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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