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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优实践

电视新闻专题是对典型新闻事件长期积累

素材进行整合、梳理，具有鲜明主题的“集成

式”报道形式。作为新型主流媒体，电视专题

承载着对阶段性重大主题、重大新闻事件、重

大社会现象，主流观察、主流发声的传播使命。

这让电视专题形成了拍摄周期长、播出体量大、

追求叙事逻辑、画面精致的特征。然而，在当

下的融合传播中，新闻事件采制周期被大幅压

缩，传统电视专题因篇幅长，难以进入日常新

闻节目，呈现了时效性明显滞后的现象。在一

切以结果为导向的融媒传播赛场上，这样“憋

足了劲放一次大招儿”的传统形态，已不能适

应受众对传播“及时、高效、精准、可感” 的

现实诉求，制约了电视专题的传播到达率和宣

传影响力。这也倒逼电视专题以更加常态化、

鲜明轻巧的播出形态，闻风而动，迎难而上，

加速向“时、度、效”功能转型。《（数字化改

革之道） 省市场监管局：“闪电”速度的背后》

正是以常态化蹲点对电视新闻专题做出的一次

瘦身、提速。

一、以“实”应“时” 热改革要有冷思考

电视新闻专题的“时”，体现在主题具有鲜

明的时代性，更体现在主动及时回应社会关切。

这需要我们用“进行时”的观察，精准把握重

大事件报道的切入点，敢于用实时、实人、实

事，不断增强电视专题的记录、提炼功能。

《（数字化改革之道） 省市场监管局：“闪电”

速度的背后》 正是充分发挥了电视场景化表达

的优势，将看似抽象的数字化改革，以“眼见

为实”的表达，强化了改革标杆的权威性与可

信度。

（一） 及时切入 迅速出手

建设“数字中国”是当前重要的国家战略

决策。去年初，随着国务院“十四五”数字经

济发展规划通知的下发，一场前所未有的数字

化改革正在全国加速推进。浙江作为全国数字

化改革先行省，实施数字经济“一号工程”没

有范例可参照，新旧观念时时碰撞，畏难情绪

和本领恐慌成为制约改革推进的“绊脚石”。浙

江果断决定把 2021 年 12 月作为深化数字化改

革的升级节点，要求各省直机关单位和各市、

县，加速实现数字化改革应用落地。正当改革

陷入方法焦灼、情绪焦虑之时，浙江省市场监

管局却以“黑马”的姿态，8 个月上线 11 个数

字化应用。这样的“闪电速度”成为数字化改

革推进会上的标杆样本。《（数字化改革之道）

省市场监管局：“闪电”速度的背后》正是抓准

数字化改革阶段性瓶颈节点，蹲点改革一线，

打破传统电视专题的“完成时”叙述，用“进

行时”的观察视角，记录改革推进的同时，梳

理改革突围之路的关键方法和理念，为全篇奠

定了真实、务实的改革基调。

（二）客观观察 真实记录

《（数字化改革之道） 省市场监管局：“闪

电”速度的背后》 以一场整装待发的“浙江 e

行在线”督查动员会开篇。第一个同期声就为

应用落地的总体思路定了调子：“这不是下去走

马观花看一看，直接插到点上去，每个组就是

要奔着问题去。”务实基调不仅来自会议氛围，

更来自事件背景：2021 年 11 月 1 日，“一码统

管”截止日期已经过去两天了，“合体登记”还

没有完成，紧急抽调各部门的 100 多位干部，

奔赴全省各县市区明察暗访，全系统正在倒查

问题堵点。紧接着通过叙事空间的穿插，展现

了基层通过数字化平台反馈了包括赋码不规范、

认识不到位等 112 个问题形成平台汇总，专班

用用““时时、、度度、、效效””推动电视新闻专题转型推动电视新闻专题转型
——《（数字化改革之道）省市场监管局：“闪电”速度的背后》创作谈

杨川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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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召开省市县三级对接会，直接通报到各地

落实整改。整个过程一气呵成，中间穿插了省

市场监管局11个数字化应用落地过程的路径方

法共性。

数字化应用落地工作流程的行进式表达，

与群众对电动车专项问题集中整治的需求呼应，

紧凑生动，直观地展现了改革推进中，干部主

体与数字化平台，以需求为导向，实时互动的

工作方法。

二、以“感”控“度” 深度蹲点把分寸

电视新闻专题对“度”的把握，来自对报

道主题、基层实际的深入调研。该专题正是通

过蹲点式的跟进记录，以平实的视角，始终围

绕改革推进中的“人”，建立改革“通感”，在

叙事的节奏和层次上下功夫，把看似“生硬”

的话题变“软”，突出了推动数字化改革的核心

内驱力：回应群众需求，增强政府效能建设。

这不但切中了改革话题里的“度”，也增强了社

会对数字化改革的理解，有效拉近了数字化改

革与干部、群众间的距离。

（一）构建立体生动的改革空间

如何将“陌生的”转化成“熟悉的”情感

与话语体系，需要找到改革的普遍性，联通个

体共情、共鸣。“唱高调”是对改革命题的致命

摧毁。平实的叙事基调、平视的观察视角显得

尤为重要。我们将镜头始终对准数字化改革中

的“人”：打响“浙江公平在线”“上甘岭”战

役的总工程师、从迷茫走向坚定的普通人、“浙

江 e 行在线”的“窑洞”专班等，生动刻画了

“办法总比困难多”的改革者形象，让原本生

硬、零散的数字化改革热气腾腾、触手可及。

在观察中我们特别着力强化了社会的需求：

市民对电动自行车安全整治的迫切心声；外卖

在线使用中群众和商家的效果反馈；双十一到

来前，商家平台培训大会上的真实发声。跳出

数字化大屏看数字化改革，报道构建了立体生

动的表达空间。

（二）突出人人都是改革者 强化参与感

从改革者身上观察改革的路径、方法，是

该电视专题的重要特点。在一个个生动、鲜活、

真实的改革者体验中，以“小”见“大”、虚实

相间、点面呼应、动静结合，达到了情理交融

的表达效果。

数字化改革对政府效能建设做出的重要突

破也是最大难点就是“拆围墙”，要实现多跨协

同，需要上下贯通、左右打通，动的是部门与

部门之间的藩篱，更是干部与干部之间的利益

边界。报道挖掘塑造了11个平台中业务涉及最

多、办事流程最长的“浙江企业在线”。在负责

人王青和别的楼层同一专班的市场合同处处长

郑伟明的互动中，“求同存异”的“拆墙”法一

目了然；经常加班的处长韩洪祥，在记者拿起

窗台上的各种改革攻坚奖状时，谈到妻子也在

朋友圈经常转发他的成绩时的骄傲，眼里闪现

了自豪和成就感。这样的现场采访让改革者真

实可信、真实可感。

该报道也始终强化人物层次，以及改革带来

的“转变”：既兴奋又害怕掉队的食品安全协调

处处长程浩，把坐在办公室改为往下跑的工作方

法。改革从不是一蹴而就，承认改革困难的客观

性，是拉近各方情感，推进理解的关键一步。

三、以“思”达“效” 推动改革参与度

在千头万绪的市场经济数字化治理中，浙

江省市场监管局的“闪电速度”，看似“微小”，

却是万千面对企业、机构、群众等众多社会需

求的政府职能部门的缩影。它的每个突破背后

都是上下贯通、“一把手”靠前指挥、夜以继日

改革攻坚精神的体现。通过蹲点，我们深入挖

掘改革背后的故事，真实直面数字化改革中的

共性热词，突破重点：三张清单、穿透力。通

过改革节点人物，回溯梳理“黑马”是如何一

步步梳理出“三张清单”，拆掉部门“围墙”，

激发基层动力，倒逼系统重塑等。展现了数字

化改革带来的理念之变、思路之变、机制之变

和作风之变，提炼了数字化改革越到爬坡过坎，

越要“向着难题走，迎着需求改”的改革思路，

以及“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之道。

报道播出后受到了省、市、县各级领导和

干部群众的高度关注与一致好评，点击观看超

百万人次，观众被改革背后的真实故事所感染，

在浙江广电集团中国蓝新闻app中留言上千条。

浙江省卫生厅、交通厅等省级厅局以及衢州、

台州等地市踊跃参与到后续报道中。在基层凝

聚了“刀刃向内、改革为民、时不我待、比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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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闻消息总是以短平快为主，讲求

新闻性、时效性。尤其从时效性来说，这是新

闻内容的底座，也是跟进新闻事件的前提条件。

但一条好的新闻消息，并不能止步于此，更不

是就事论事。发现新闻事件背后的故事，在纵

深感上寻求突破，才能让新闻更“四维立体”。

关键词：新闻消息 时效性 新闻价值

新闻是新近或正在发生的事件，众多体裁

中，消息是最为普遍，也是应用最为广泛的体

裁之一。一般的消息而言，时长不超过4分钟，

意味着对同期声、文字的要求更高。融媒环境

下，如何在有限的时间、有限的空间内展示新

闻事件背后的“无限性”，传统媒体采写报道时

除了满足基本的新闻要素，更应结合各自媒介

的优势，扬长避短，努力挖掘出一条更具辨识

度的消息。

一、时效性是新闻的第一要义，也是广播

的最大优势之一

说到新闻，大家脑海中最先跳出的一定是

5 个 W， 时 间 (when)、 地 点 (where)、 事 件

(what)、原因 （why)、人物(who)。这其中时间

“排位第一”，从新闻的定义来看，时效性的作

用不言而喻。对于它的要求，有人说是报道的

第一要素，也有人说是报道的生命力。自己每

次接到采访任务时，部门领导总会加一句“注

意第一时间”。

不可否认，时效性是广播的第一优势。随

着自媒体时代的来临，时效性对于很多传统媒

介 （电视、报纸） 来说，广播占据了最佳优势。

尽管目前几大传统媒体都有小屏打造，但单从

传统传播渠道来说，电视打破节目流插播依旧

很难，报纸一般隔天印刷出版，时效性相对最

弱。根据节目流的分配，广播全天候打通，随

时可插播实时新闻，而这恰恰是受众最为需要

并看重的。如果遇到突发性新闻事件，效果更

为明显，主持人口播、记者连线等多种形态不

断推进，抢占播发先机。

从这几年浙江新闻奖评奖情况来看，也从

侧面印证了第一时间的重要性。例如2019年杭

换个视角看现场换个视角看现场 让新闻让新闻““立立””起来起来
王 娴

赶超”的数字化改革舆论氛围。于数字化改革

在全国加速推行之年，凸显了主流媒体在重大

改革报道中，围绕中心、凝心聚力、服务大局

的引导力与影响力。进一步推动改革成果让市

场有效、政府有为、社会有序、治理有方、群

众有感。为全国推行数字化改革，提高政府效

能建设，提供“走在前列”的破冰示范和“重

要窗口”的亮点呈现。

用“新方法”展现“新改革”，用“新报

道”回应“新需求”。作为一组日常播出的电视

新闻专题，通过“时度效”的转型，我们向社

会及时、平实、深入地传递了数字化改革并不

是“一块大屏”，而是“向着群众需求走，为群

众解决问题”的工作方法、工作作风、工作机

制的转变，提振了数字化改革的精气神，坚定

了深化政府体制机制改革、更好服务人民群众

的决心。笔者也深刻感悟到，电视新闻专题作

为优质内容表达的重要形态，必须不断在“健

身”中“瘦身”，在践行“四力”中，更及时、

灵活、务实地培育“大象起舞”孕育“松鼠攀

峰”，不拘一格以优质新闻传播，提炼浙江探

索，体现时代精神，增强新型主流媒体的舆论

传播力与引领力。

（作者单位：浙江卫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