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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夏季，浙江多地持续高温，给经济社会

发展带来了不小影响。天气变化与各行各业，甚

至每个人息息相关，特别是近年来，极端天气、

灾害性天气发生概率加大，气象新闻也越来越成

为人民群众关注的焦点之一。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尤其是在媒体融合的大

环境下，如何做好气象新闻，使其不仅是简单枯

燥的信息发布，而是能够做到“有声有色”“有

滋有味”，做出特色，能够更好地服务群众。一

段时间以来，笔者所在的金华市广播电视台紧紧

把握新媒体传播这一关键点，围绕“热度、态

度、深度和温度”四个维度，守正创新，孜孜以

求，创作了一批原创精品报道，为城市台气象新

闻转型与创新做了有益的探索。

一、当前城市台气象新闻现状

《中国新闻实用大辞典》中关于气象新闻的

内涵定义是：气象新闻，就是向人们提供气象服

务的新闻。对于一些异常或者骤变的天气变化情

况，新闻媒体通过气象部门专家采访，向人们说

明情况和变化的原因，并就灾害性天气向人们发

出警告。

进入 21 世纪以后，随着国人对信息需求多

元化和信息消费层次的提升，气象服务在大众生

活、工农商业发展、疾病预防等诸多方面的作用

日益凸显，特别是在全球变暖大趋势下，灾害性

天气和极端天气频发，气象新闻更是前所未有地

被广泛关注。

曾几何时，气象新闻也在都市报、城市台占

据大幅的版面，湖南娱乐频道、南京电视台等城

市台还曾开设了专门的气象栏目播报气象新闻。

但近年来，气象新闻慢慢变成了地市级媒体中

“最不受重视”的节目类型之一，所占的容量

（版面） 有限，呈现形式单一，存在一定欠缺。

比如，不少地方台的气象新闻往往就是在当地新

闻栏目开始或者结尾处，对一周天气情况进行概

览，再加上当地气象专家的采访，或者主持人以

口播的方式简要带过。

另一方面，由于城市台受到电视栏目播出时

间、播出技术等的限制，其栏目中所播报的气象

信息往往不是实时信息，而在移动互联网时代，

与天气相关的 APP 却越来越多，这意味着，大

众接受气象信息的渠道增多，接受方式也更为便

捷，单纯的信息播报已经不能更多地吸引受众，

服务大众，同时，这也与广大受众对知识、对天

气服务的渴求不符。

二、守正创新 转型突破

当下正处于媒体深度融合的时代，地市台气

象新闻也应该要有“新气象”，要以融合为引领，

进一步迭代气象报道的理念，深挖新闻价值，创

新报道手段，优化报道形式，呈现更好的节目效

果，进一步提升传播力，用专业、优质的报道助

推经济社会稳定发展，更好地服务群众生产生

活。

（一）捕捉热度：快速响应、融合传播

天气变幻，特别是极端天气的突袭，对百姓

生产生活影响极大。以金华为例，每年6月份的

“梅雨天”，与之相伴的常常是短时强降雨或者持

续的阴雨天气。受此影响，像婺城等地一些山区

乡镇以及兰溪等地，常常会出现洪涝灾害、山体

滑坡等自然灾害。天气信息发布、气象灾害预警

和分析等报道因此尤为重要。传统的广播电视气

象报道由于线性、相对固定的播出时间，往往不

能第一时间对天气变化进行及时关注。近几年

来，金华台通过创立“十路记者直击一线”的

“作战”模式，采用直击方式，第一时间响应，

安排记者深入现场，通过多种新媒体工具，及时

发回最新气象信息，广泛采访气象、农业、地质

专家，提醒当地百姓做好防范。编辑团队则在后

方做好配合，金华广电无限金华客户端快速准

备、及时更新，第一时间发布最新情况。

气象新闻怎样做出气象新闻怎样做出““新气象新气象””
——新媒体环境下做好城市台气象新闻的几点思考

陈 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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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金华台还以融合传播为理念，发挥平

台信息集成、综合服务功能，利用客户端“三情

（灾情、民情、舆情） 联动”功能，第一时间将

有关信息发送给相关部门，尽可能消除信息传递

时间差。接收到信息的相关部门得以能够精准研

判、精准施策，为群众办事，解实际难题，尽可

能把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

（二）亮出态度：权威发声、引领舆论

“抵达现场，先声夺人”，抢占主动权，这仅

仅是第一步。作为地方主流媒体，在应对极端天

气等突发天气情况时，还要能够做到“权威发

声、理性引导”，用专业的报道去除杂音、噪音，

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2020年，台风“黑格比”袭击了永康等地，

给当地社会经济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一时间，互

联网上永康受灾的图片、小视频满天飞，舆论场

上充斥着各种杂音，鱼龙混杂，难辨真假。这其

中，有些是真实时间的碎片，但更多是一种情绪

的宣泄。在这样的情况下，金华台记者深入受灾

一线，一方面全面、客观、冷静地报道了当地的

灾情，有效地“粉碎”了谣言；另一方面也把聚

焦点放在了当地的党员干部和志愿者群体身上，

通过专题报道、跟踪报道、蹲点报道等方式，以

短视频、VLOG/H5 等多种形式，及时、生动、

鲜活地展示当地干群一心、合力抗灾的暖心故

事，真正起到了正视听、聚合力、稳人心的作

用，为当地抢险救灾，守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体现深度：用户思维 专业致胜

地市台媒体关注气象新闻，往往停留在“浅

层”价值，而对于气象变化、气候变化可能导致

的深刻影响却没能深度挖掘。其实，除了民生影

响以外，气象报道更应关注天气对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等方方面面产生的影响。记者不但要做到

深入一线获取第一手信息、弄清科学问题，还要

发挥媒体人独特的舆论监督调查的职能，寻找读

者关心的话题和视角，用细节和个体的再组合还

原现场，让新闻事件在解构与重构中上升到新的

层次。

还是以台风“黑格比”为例，在救灾告一段

落后，金华台记者又从“直击者”变成了“观察

员”。永康唐先镇是农业大镇，葡萄等农业特色

产业优势明显，辖区内一些居民区的家用轿车被

水淹没，一些房屋受淹严重。针对台风过境后所

带来的种种不利影响，记者在适度、理性报道灾

情的同时，又从专业角度出发，有效提升群众对

极端天气的认知，向公众普及防灾减灾以及自救

的知识。

今年夏天，持续高温影响金华，对金华农

业、城市绿化都造成了较大的影响。除了常态化

的动态报道以外，《百姓零距离》栏目策划组织

了系列调查，由表及里，探究城市持续“高烧”

情况下，公用设施和应急机制的弊端，让人看了

之后有所启示。这组报道也为城市治理提供了有

益的建议。

（四）提升温度：人文关怀、服务群众

新媒体环境下，必须创新报道形式，利用短

视频等群众喜闻乐见的传播载体，有效提升新闻

的影响力和传播力。作为城市台来说，做好气象

新闻传播，同样也应遵循新媒体传播规律，运用

好新媒体可视化、视频化、碎片化等特征，扩大

传播效应。

近年来，金华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的“主播

说节气”就是一种有益的尝试。每当节气来临

时，主播董倩用“国风+体验”的方式，传播节

气知识，展示金华当地的民俗活动、介绍当季水

果、小吃，还通过剧情演绎、人物对话等多种形

式，生动介绍养生知识。该组短视频画面拍摄唯

美、制作精良，信息量大，从单纯的天气信息服

务转变为用户有用的知识传播、民俗介绍。一经

发布后就受到了较高的关注。自去年底以来，

“主播说节气”短视频产品每期的点击量都在

2W+，并逐渐形成了有独特风格的品牌。

除此之外，金华台还将慢直播、数据新闻、

主播VLOG等多种形式引入到了气象报道中，以

贴近用户、服务群众为出发点，体现浓浓人文关

怀，强化节目的科普功能，制作了一系列群众喜

闻乐见、生动可感的气象报道，收获了大量点赞。

三、结语

毫无疑问，气候变暖所带来的环境变化会在

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影响全社会、全人类。可以预

见的是，气象新闻也会从单纯的服务型产品变为

一个重要的新闻品种。作为地市级的主流媒体，

要切实扛起责任，顺应媒体融合大潮，秉持用户

思维，强化服务意识，用更专业、更优质的气象

报道充实人们的头脑，帮助人们提升对自然、对

天气灾害的认知，从而助推经济社会稳定发展。

（作者单位：金华市广播电视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