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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创优专辑

纵观 2021 年度中国新闻奖评论获奖作品，

建党百年、抗疫、反腐、中美关系、“双减”

等，绝大多数背景宏大、题材重大，但浙江广

电集团上送的 《爱心厨房 善待也要善治》，评

论的却是丽水一位普通市民和她搭建的不到 20

平米的爱心厨房的故事。普通民生选题，如何

通过不断挖掘新闻事实，找准评论角度，进而

“小题大作”，最终脱颖而出？

一、破除人云亦云：同一个事件 另一个角

度

爱心厨房虽小，报道可不少。在短视频平

台上，爱心厨房是被打上“正能量”“暖心”

“感动”标签的“大流量”。在主流媒体笔下，

爱心厨房是“最温暖的厨房”“城市爱心名片”。

这是一家位于浙江丽水、由私人发起的公益项

目，免费给重症患者的家属使用厨房，让病人

们能尝到一口“家的味道”。

但随着采访的深入，记者意外发现，爱心

厨房居然是一处违章建筑。在爱心的炉火下，

却是噪音干扰、油烟污染、消防隐患等种种问

题，但因为是爱心工程，附近市民和街道敢怒

不敢言，就连发起人沈香 自己也担心没有安

全保障而发生意外事故。可开弓没有回头箭，

重症患者的需求、家属们的期待让这处爱心厨

房一直冒着风险非法经营。

只要是做慈善，不合

法 也 行 吗 ？ 只 要 是 做 好

事，就能道德绑架吗？占

在小区过道上的爱心厨房

显然没法长久。那究竟应

该如何让它长长久久地运

营 下 去 呢 ？ 沿 着 这 个 思

路，记者选择了另一个角

度处理这个已经被报道得铺天盖地的新闻事件，

没有浮于好人好事的表面，也没有只管歌颂爱

心，而是挖掘了这个颇有影响力的公益事业不

为人知的一面，并记录了它从违法占道到合法

搬迁、合规运营的全过程，真实反映了民间公

益项目发起以及运行中遇到的普遍性问题，探

讨了政府应该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二、破除点到即止：将冷思考进行到底

爱心厨房虽小，评论点可不少。《今日评

说》 第一次报道爱心厨房的尴尬处境是在 2021

年10月。11月，记者再次来到丽水时，当地政

府表示正在跟踪解决，但确实有难处，因为爱

心厨房处于寸土寸金的丽水市中心，而且周围

大部分地段正在拆迁，要为它找一处新址是难

上加难。然而就在半个月后，记者却从沈香

处得知，爱心厨房正在筹备搬迁，原来在丽水

市政府的推动下，相关部门已为沈香 找到了

两处合法合规的新场地，事情进展到这里，似

乎已经划上一个完美的句号。但在跟踪采访中，

记者却发现，当地搬迁爱心厨房实为特事特办，

是行政命令式地紧急将特警的训练房腾了出来。

如果说慈善事业要进行下去，最终靠的还是人

情，甚至是媒体推动下的特事特办，那和一开

始在违章建筑里做慈善的尴尬状况，又有什么

本质区别呢？

于是，记者没有点到即止，而是将冷思考

进行到底。新时代慈善事业是“弱有所扶”重

要制度的安排之一，也是推动社会文明和谐的

重要力量，中国慈善经过近 10 年的蓬勃发展，

2020 年慈善捐赠额突破 2000 亿元。这样一项

时刻牵动公众神经的事业，如何为其营造包容

且健康的土壤，而不是单纯依靠个人主义和悲

情主义来苦苦支撑？在这当中，政府又应该扮

电视新闻评论从电视新闻评论从““小题大作小题大作””开始开始
——《爱心厨房 善待也要善治》创作谈

姜晓丹

爱心厨房 善待

也要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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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什么角色？新时代慈善事业如何正确面对

“情”与“法”，又如何实现“制”与“治”？如

何树立正确的慈善理念，培育慈善土壤，形成

慈善文明，从而由“传统慈善”转向“现代慈

善”，从“小众慈善”转向“大众慈善”？这篇

评论就是要以冷静视角去观察热情的慈善，以

制度之尺去衡量民间自发的公益行动，引发公

众换一种视角看慈善，换一个理念看公益。

三、破除一家之言：打通官方与民间两个

舆论场

爱心厨房虽小，启示可不小。有人在当中

看到的是不顾一切的奉献精神，有人看到的是

道德与法制的冲突，有人看到的是有关部门的

被动，还有人看到的是民间慈善快速发展中出

现的种种问题等，孰是孰非，并没有正确答案，

不如将所有观点都展现出来，在交流和碰撞中

打通官方与民间两个舆论场。

节目夹叙夹议，随着爱心厨房搬迁记的进

展，穿插多轮连线，代表普通百姓声音的公众

评论员跟随记者镜头看故事，发出从“暖心”

到“担心”的感慨。本台评论员则更聚焦此次

事件当中政府所扮演的角色问题，希望有关部

门能够多些主动作为，“不要总是被推着走”。

而长年研究慈善事业的专家学者则看得更深一

些：他们并没有拘泥于这一间爱心厨房，更多

关注的是这个已经被证明有需求、受关注的慈

善模式，怎么样能够得到专业的运营，从而引

导民间慈善往更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爱心厨房的一场搬

迁，其实是中国慈善事业的一个缩影，看似

“小题大作”，实则切中要害：对待公益慈善，

善待也要善治。

四、破除叙事套路：电视味和评论性相结

合

第 32 届中国新闻奖首次拆掉“篱笆”，不

再区分介质，将文字评论、广播评论、电视评

论合并为评论。对于电视评论来说，竞争尤其

激烈。在中国记协公示的获奖作品中，评论共

选出22件获奖作品 （特等奖1件，一等奖6件，

二等奖 7 件，三等奖 8 件），其中电视评论仅有

2 件。确实，对于评论这种以深度取胜的体裁

类型来说，媒介要素越多，对于受众来说的干

扰就越多，要做出深度就越难。而且，电视是

线性传播，对于评论层次的梳理也是不利因素。

但电视评论也有自身的优势，那就是生动鲜活、

现场感强。这样“小题大作”就变成了优势：

只讲一件事，紧紧围绕一个话题，将故事讲好，

将道理讲透，有助于把这个优势充分地发挥出

来。

《爱心厨房 善待也要善治》 虽然是一则评

论，但故事讲得跌宕起伏，处处都是“反套路”

操作。一开始展现重症患者对于爱心厨房的感

激之情，如果按套路操作，后面的发展将是厨

房主人沈姐深表欣慰，没想到她却潸然泪下，

道出了自己的困境；政府部门出面表态“爱心

厨房是个人行为”，紧接着就被“打脸”——记

者将他们带到爱心厨房的招牌前，上面分明挂

着多个部门的名字。在当地解决了新场地后，

这边是沈姐的喜笑颜开，另一边是特警队员为

难的面孔，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脸上，没有成功

推进公益项目的喜悦，只有如释重负的无奈。

当记者追问“如果以后有人说你给沈姐协调，

怎么不给我协调，怎么办？”时，她沉默许久后

坦言，目前确实没有长效机制。

片中还留下了几个意味深长的瞬间：相关

部门在为沈香 协调好新场地后，原本是双方

合力推进了爱心厨房的升级，画面中却是沈香

和政府人员隔着几米各走各的无话可说的尴

尬场景；另一个是在片尾，沈香 一边为新厨

房做准备，一边回答记者的提问：“有了两个厨

房，人员怎么办？”“比较麻烦”；“费用怎么

办？”“到时候应该会有部门给我们支持吧”。原

来，尽管爱心厨房已经升级，但沈姐本人还跟

当初一样，没有任何专业运营的意识。

所有的这些曲折、对比、留白，这些生动

的现场都为评论留下了足够的空间。也正因此，

在自荐过程中，专家组给出的初评评语是“作

品既有很浓的‘电视味’，也有很强的‘评论

性’，体现了电视评论的特色”。

（作者单位：浙江广电集团融媒体新闻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