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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优实践

摘要：如何做精做优新闻评论，做出影响，

做出社会效应？绍兴市新闻传媒中心在创新创优

实践中认识到，可以从新闻线索中挖掘潜在价

值。挖得越深，目标越不容易失焦；针对性越

强，评论也就越有力量。

关键词：广播评论 深度挖掘 新闻价值

创新创优

新闻评论在针砭时弊、引导舆论，树立主流

媒体的公信力和权威性中具有重要作用。但媒体

人都知道新闻评论难做，难在选题，难在受舆论

环境制约，难在做出社会影响力。尤其是市县级

台，受人员力量的限制，一般主要精力投放在新

闻报道上，很多评论都是空谈+泛论，很少掀起

波澜。绍兴市新闻传媒中心制作的新闻评论

《12345满意度考核，为何各方都不满意？》何以

在广播评论界“出圈”，得到社会热烈回应，继

而在业界也获得充分肯定，获得2021年度浙江

省广播电视新闻奖新闻评论类一等奖？作者在创

新创优实践中的体会是对题材、例证深度挖掘取

得的成果。本文试着从题材选择、论证逻辑、评

论特色和创新表达等几方面进行剖析。

一、以敏锐的视角捕捉关注焦点

选题是该作品脱颖而出的主因之一。这个题

材有两大亮点，一是作为党的喉舌刀刃向内，拿

政府部门开刀，令人刮目相看。二是这个选题是

市民关心、政府关注的热点问题。节目借题发挥

容易提升热度。

该选题的线索主要来源于绍兴市新闻传媒中

心《新闻纵贯线》《行风热线》等栏目的听众报

料和热线投诉电话。通过热线寻找到的新闻线索

非常新鲜接地气，能直接收到来自各个阶层的呼

声。2020年5月，绍兴市12345政务热线创新推

出服务指数考核，主要针对群众对问题处理情况

的满意度。但这项考核实施以来，“走过场”“和

稀泥”等现象频频出现，满意度考核，群众不满

意，各部门的心头也打结。为何各方都不满意？

节目组接到市民的投诉，对12345政务热线

不满意，其实也不算什么新闻，毕竟投诉五花八

门，要让投诉者完全满意很难做到。如果缺少敏

锐的嗅觉，也可能把这个题材丢失。好在节目组

多问了几个为什么？深度挖掘以后，才觉得这是

一个很好的新闻评论的题材。首先，市民不满意

只是一方面，12345服务平台和各个政府部门也

不满意，就很有深入探究的理由。其次，该事件

颇有典型性，作为意见类新闻节目，通过分析评

论举一反三，可以推动机关作风的转变。

二、以扎实的采访夯实评论基础

该作品的另一个特点是以详实的调查支撑评

论。12345满意度考核各方都不满意的原因在哪

里？节目组带着问题去调查，带着调查去思考。

通过扎实的采访，有效地克服了仅凭热线投诉进

行评论的信息短缺，给听众提供更全面、更准确

的信息和判断依据。作者采访了从听众到社区主

任、信访局网络信访处处长，乃至省政府咨询委

委员等各阶层相关人员，可谓面面俱到。从问题

的源头，到矛盾的各个环节都进行了探寻，形成

了严密的论证逻辑，结论呼之欲出。

调查的过程颇费周折，一开始各个部门并不

愿意开诚布公、直言不讳。原因很简单，摆开来

谈，容易得罪别的部门，而且问题的根源在于掌

握话语权的实权部门。加上现在很多政府部门本

来都谨言慎行，怕被采访，怕被舆论关注，所以

采访一直不顺利。作者经过分析研究后，改变了

深挖新闻价值
广播评论创新创优探索广播评论创新创优探索

——以《12345满意度考核，为何各方都不满意？》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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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优实践

采访方式，运用了旁敲侧击、“曲线救国”的采

访策略逐渐打开了局面。此外，从外围调查，也

取得了丰富的意见素材。作者分别采访了浙江大

学教授、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委员等外地专家，他

们的观点更具客观性、权威性和可信度。

三、严密的逻辑，打造论证链条

该作品的论证过程基本上按照解决问题的线

索，循序渐进展开。抽丝剥茧，层层解析，慢慢

把问题的症结理顺解开。从“12345 满意度考

核，为何各方都不满意？”这一论点的抛出，到

结论是有关部门的制度设计缺陷，中间的论证环

节如果只是作者一张嘴评说，分析评论显然缺乏

可信度。没有分析就不能揭开矛盾的本来特性，

但分析必须借助例证才更有说服力。作者把这两

者结合起来，亦述亦评，相辅相成。

上述事件的源头是群众不满意，后来才发现

是“各方不满意”。怎么不满意？不满意的原因

是什么？这件事给执政机关以什么样的启迪？该

如何改进？节目脉络清晰，环环相扣。

原来，为了推动服务型政府的创建，绍兴有

关部门对政务热线工作推出了一项满意度考核的

措施。但因为这个创新举措在制度设计上有缺

陷，导致满意度考核“变了味”，因为怕受理投

诉反而造成评分低的现象，各部门都不敢接待群

众的投诉。考核，非但没有“考”出政府部门应

有的工作作风，反而加剧了他们的不作为、乱作

为。看似满意不满意的小事，挖掘出了事关打造

服务型政府，提升政府服务质量的大事。如果没

有这期节目揭开闷在各个部门心里的“不满意”，

修正考核制度的缺陷，那么这个创新举措就把好

事办成了坏事。

四、以创新的表达应和时代节奏

深度挖掘新闻价值是评论力量的来源。要想

提升评论效果，就需要创新表达。作者分别在作

品的节奏控制、媒体特色、评述方式等方面进行

了创新探索。

当下是快节奏的时代、快节奏的工作和生

活，传播也必须跟上这个节奏的变化。该作品的

评述应和时代的节奏，评述简洁扼要，没有拖泥

带水的啰嗦，采访录音和主持人评述切换也很

快。虽然事件的因果颇多曲折，但节目脉络分

明，表述很清晰。

以往新闻评论类节目大都是一副严肃的面

孔，基本上以文字播报为主。除了片头很少有音

乐，更谈不上用音效。在该作品中，作者根据媒

体特点，借鉴文艺节目的表现手法，在评论中适

度运用音乐和音效，充分展现了广播的声音表现

力。在渲染气氛、衬托语气、交代场景、区分层

次和转场等方面起到了较好的作用，使评论态度

更分明，情感更浓重，整个作品也更具时代气

息，更容易被听众接受。

该作品另一个特点是主持人少用主观评述，

而主要运用例证推导出结论，这也是一种新的探

索。此外，评论也多采用绍兴市信访局网络信访

处处长、浙江省政府咨询委资深委员、绍兴市委

党校“枫桥经验”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山大学数

字治理中心主任等相关专家和专业人士的观点。

借用他们的评点，远比主持人的主观评述更具权

威性和客观性，也更具说服力。

五、结语

新闻评论带有鲜明的价值属性，对社会需要

承担应有的引导和监督责任。新闻评论《12345

满意度考核，为何各方都不满意？》通过广播等

媒体播放后，获得听友和社会各界的热烈反响，

并且催生政府有关部门“热改革也要有冷思考”

的反省。该评论所涉及的是一件打造服务型政

府、提升政府服务质量的大事。但在制度设计中

出现了偏差。如何把好事办好，有关部门为此进

行了调改和修正。该评论在监督权力机构、监督

社会公正，引导社会舆论、引导实际工作中起到

了积极作用，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该评论在创新创优实践中取得的成绩值得借

鉴和参考。作者在接到热线投诉时，如果没有进

行深度挖掘，不多问几个为什么？那就只是个

案，没有评论价值。而在采访中遇到瓶颈，遭到

采访对象的拒绝后，如果知难而退，仅凭热线投

诉进行评论，那就无法给听众提供更全面、更准

确的信息和判断依据，也就无法支撑起严密的论

证逻辑。作者在该评论节目中的探索告诉我们，

新闻作品要创新创优，必须踏踏实实践行“四

力”，深入挖掘新闻价值，才能制作出具有感染

力、吸引力、公信力和影响力的作品，才能取得

良好的社会效果。

（作者单位：绍兴市广播电视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