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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优实践

新闻专题是指与某一新闻事件或新闻话题相

关的新闻集合，既具有新闻的时效性，又具有专

题的详实和深度。一般用来报道突发或者具有重

要社会影响的新闻事件，通过深入挖掘，全方位

地解读事件；往往会跟踪报道，具有延续性；常

用于报纸、网络或者电视媒体。在报纸等纸质媒

体中，新闻专题往往表现为整版、连期连刊集中

报道某新闻事件或话题的相关信息;在网络媒体

中，新闻专题通过网络连接来实现;在电视媒体

中，新闻专题一般表现为深度报道，通常在某个

时段内会分期连续报道。

2022 年，临海市广播电视台报送的网络新

闻专题《“鲸”险大救援》获得了省新闻奖新媒

体类作品一等奖，同个题材我们与浙江卫视合作

的新媒体直播，也获得了省新闻奖一等奖。取得

这样的成绩一半是机遇，一半是充足的准备。以

下笔者结合《“鲸”险大救援》，浅谈新闻专题

如何创优。

一、要有抢抓机遇的能力和转化机遇的判断力

机遇往往是一个可遇而不可求的东西，当它

来了，我们必须有能力抓住它，并把它转化成我

们想要的东西。对新闻人来说，要有能力将眼前

的机遇转化成优秀的新闻作品。

比如 2021 年临海头门港海域的鲸鱼搁浅，

干部群众自发参与救援的事，这是一个可遇不可

求的突发事件，是一条有内容的社会新闻。如何

抓住和转化这个机遇是考验我们能力和素养的关

键。好在我们没有浪费掉这次机遇，通过我们的

努力和全国各级媒体的推动下，临海头门港海域

救鲸事件成为2021年一个有全国影响的能量级

暖心事件。事后台州市委宣传部曾经做过统计，

2021年7月份救援鲸鱼的话题全网累计阅读量超

4.1 亿，省内外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推文阅读量

3760万。

县市级新闻专题要在众多作品中脱颖而出非

常不容易，但是就“营救瓜头鲸”事件而言，我

们综合判断非常有戏。

（一） 良好的舆论氛围，为新闻专题创造受

众基础

所谓的“舆论氛围”是指社会效果。在选

题时，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该事件是否充满正

能量。比如这次瓜头鲸搁浅事件，我们获得鲸

鱼搁浅的消息后，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开启新媒

体直播，并迅速联系上级媒体提出联合直播。

之后浙江新闻、天目新闻、中国蓝新闻、小时

新闻和“美丽新江”抖音号等省级新媒体都采

用我们的信号开启直播报道，利用航拍等技术，

全景呈现救援现场，同步制作分发短视频、图

文快讯、长图等产品，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

榜。《台州救援搁浅瓜头鲸全记录》等报道单条

单平台阅读量超 30 万；浙江日报、浙江卫视、

台州日报、今日临海、临海电视台等整合信息，

与小屏端形成呼应互补；新华社、中央广电总

台、人民日报等媒体也随即介入，参与报道。

四级融媒报道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救鲸行动

成了全国性的一个热点。

（二） 正能量的救援故事，为新闻专题定下

主基调

在这次瓜头鲸搁浅事件中，发现瓜头鲸搁浅

的是附近的村民。在营救过程中，大家都是自发

地去帮忙，不求回报。有路过的，也有听到消息

专程开车过去的热心人。高温下，救援人员和热

心群众合力挖坑接力浇水、怀抱瓜头鲸连续好几

个小时泡在泥水里。为拯救瓜头鲸，大伙奋不顾

身的样子可敬又可爱。营救的背后体现的是人性

的善良、救援的温度和满满的正能量。我们始终

在聚焦现场的这种感人救援故事，并为上级媒体

提供现场采访素材。人民日报微信推送《你无法

想象，这场生死营救他们有多拼》、钱江晚报

《驯养员小哥哥实在太困，抱着“鲸鱼”睡着了？

当事人：不敢睡，只是闭目养神》等，展现的细

节都非常温暖。网民们纷纷点赞，如“国富民强

的时代才能关注到更多动物，为祖国加油”“为

我们生活在一个有温暖的国家而感到骄傲”。

县级广电媒体新闻专题创优路径浅析县级广电媒体新闻专题创优路径浅析
陈基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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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优实践

（三） 中央级媒体的高度评价，为新闻专题

提高影响力

我们的报道播出不久，在朋友圈看到了一

段视频，内容是央视评论员对临海营救瓜头鲸行

为的高度评价，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我们用

行动践行的是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展现

的也是可信可爱的中国形象。”正是这段评论，

为临海营救瓜头鲸的行为赋予了更深层面的意

义，是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的实际践行，

展现的是中国的形象，这样的“高度”正是我

们所需要的。

对这个有全国影响、正能量、和时代主题人

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相符合的突发新闻事件，我们

几经讨论，决定用新闻专题的方式呈现，这对于

县级媒体来说会更有优势。因此，在新媒体直

播、电视连续报道之外，救鲸行动我们重点做的

网络新闻专题，获得了省新闻奖一等奖。

二、建立创优机制，时刻为冲奖做准备

“不想得奖的新闻人不是一个好的新闻人”。

我们一直在强调创优对采编人员的重要性。特别

是对于处于一线的县级媒体而言，创优非常重

要，我们也一直努力探索建立一整套创优机制保

障和激发员工的学习能力与创优能力。

（一）建立机制，融媒思维做新闻

融媒思维做新闻。经过几年的媒体融合，我

们逐步形成了一套融媒运行的制度，要求用融媒

思维对待新闻事件。实行大小屏之间、各平台之

间的新闻联动。这次救“鲸”行动就是很好的检

验。接到报料线索后，我们是所有媒体中最早赶

到救援现场，最先开启新媒体直播的媒体；我们

派出了7名记者，是现场派出最多记者的媒体；

我们手头掌握了足够多的资料，为新闻专题的制

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是实现全平台新闻联动的

媒体，包括直播、短视频、消息、评论、手绘、

H5、图片等。

制定奖励办法。在内部我们实行每季度一评

奖，获奖的员工可以得到规定数量的奖金；在

省、市、县评奖中获奖的作品，可以另外获得一

笔奖金。这种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员工做优

作品的动力和潜能。

坚持全员学习。我们每年都会制定新闻线人

员 （包括班子成员在内） 有针对性的学习计划，

内容从文字采写到摄像拍摄、小视频制作，再到

直播等等，形式包括内部交流学习和邀请专家来

上课，同时收集当前最受关注的作品供大家学习

观摩。这种学习会的形式从2017年媒体融合以

来，已经坚持了5年，目前还在持续。

（二）删繁就简，用新闻事实说话

做新闻，我们一直强调用事实说话。要回归

新闻本源，重视“内容为王”，抓住事件的亮点

和重点，复杂的事情尽量用简单直观的方式去呈

现，做到全而不杂。这次网络新闻专题我们采用

的就是这样的方法。比如营救现场，我们使用大

量的图片素材，用最简单的方式还原当时情景。

又如后期，大家对瓜头鲸的去向都很关注，我们

就专门派了记者进行跟踪报道。经过对文字的提

炼和再加工，在专题的表现方式上选择用图片加

简短的文字，动态呈现每头瓜头鲸的去向，使受

众一目了然。

（三）与时俱进，创新表达方式

创新一直比较难，但是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

展，新闻呈现的方式有了很多种可能，运用得好

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次我们在网络新闻专

题上进行了小小的尝试。比如动静态结合、在本

台报道合集的基础上嵌入全国各大媒体对救鲸事

件的报道等。

（四）善于借势，用联动增加影响

对于县级媒体来说，做新闻专题同上级媒体

同台竞争，没有多少优势，但是我们可以借势。

特别是突发事件，更容易借到“东风”，因为这类

事件各级媒体都感兴趣。这次救鲸事件，我们就

特意加大同各级媒体的联动。直播我们第一时间

力邀省级媒体参与，素材我们尽全力提供给上级

媒体，新媒体端、电视端、报纸端多线发力，加

强同上级媒体的联动，合作共赢。结果也确实比

较理想，整个事件上了全国热搜，成了热门话题。

浙江日报、天目新闻的评论和央视“主播说新闻”

的评论，以及我们自己的报纸《今日临海》的评

论，让这次起于自然、发于理念、终于美好的救

援行动，成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个经典案例。

正能量引爆了大流量，我们把上级媒体的这些报

道与评论都集合在了新闻专题里，借势发挥。

做新闻没有捷径。县级媒体要想做好新闻专

题获得奖项，除了机遇，更重要的是有做好新闻

的技能和专心。

（作者单位：临海市新闻传媒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