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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优实践

超200万。
省第十五次党代会，对于浙江之声而言是媒

体融合成果的一次大检阅，更是讲好浙江故事的
实战、大战。浙江之声聚合全频道资源推出融媒
产品《写给浙江的一封情书》《吾年，五年——
我拍“浙”五年》等，策划过程从一定程度上，
遵循传播者与受众这两个群体分轨道进行独立思
考、策划，只为增强互动性。《写给浙江的一封
情书》共分10篇，选取这五年浙江发展大事中
的亲历者、关键者，以“声音讲述+短视频+互
动”形式肝胆相照只争朝夕的战疫情、数字浙江
拥抱未来的热情、奥运赛场奋勇拼搏的激情等，
点击量超200万。同时，把这些情书短视频做成
互动小程序，邀请网友、听众以互动方式，给自
己在浙江的这五年，写一封短短的情书或是给未
来浙江发展的祝福，形成可以在朋友圈、网络传
播的互动产品进行二次传播。广播里选取受众中
感人情书和留言，做成插件，在早晚高峰等节目
中滚动播出。

三、借力平台、拓宽传播渠道，扩大全国传
播影响力

日新月异的互联网时代，创新表达方式，也
要创新平台聚合优势。经过这几年持续推进融媒
转型，抛弃传统、单一表达的固相思维已经基本

形成。传播影响力持续扩大，扎身投进受众市场
的力度同样也要大。

都说人在哪，宣传阵地就要在哪。眼下，不
论青年一代或是中老年群体，手机小屏端的使用
频次更为密集。根据受众生活习惯的改变，抖
音、快手、B站甚至是小红书等一些商业化运作
平台早已抢到了日常用户的大块市场份额。再加
上这几年，央媒也在全力打造融媒平台，省级主
流媒体更应加强传播力、扩大影响力，更好发挥
党的喉舌作用。如何实现，还须懂得借力使力，
与央媒以及一些商业平台合作共赢。一方面，挖
掘自身潜力搭建全媒体平台，抢占移动端主阵
地。另一方面，与商业平台合作中加强顶层设
计，理顺体制机制。例如这次省党代会浙江之声
策划推出 《大时代，好日子——共同富裕在浙
江》《对话党代表》《聆听党代表》等融媒专栏，
所有产品除在频道官方微信、微博刊播外，还在
人民号、新华号、央视频全网同步推送，同时做
好在央广网浙江频道特别开设的 【聚焦浙江省党
代会】 专栏内做好点对点对接，记者采制的所有
有关省党代表们的一线声音、原创作品都会第一
时间被采纳，扩大主流价值影响力版图，让浙江
声音传得更开、传得更广、传得更深入。

（作者单位分别为浙江之声、浙江卫视）

摘要：对农节目是政府助农惠农的重要抓

手，是传统广电媒体服务“三农”的主要阵地。

对农节目要跳出“唱四季歌”“炒剩饭”的怪

圈，“三农”记者要加强政策学习，紧扣时代主

题增强新闻敏感性，增强节目的服务性，让对

农节目更具公信力、传播力、影响力。本文以

2021 年浙江省广播电视对农节目一等奖作品

《一粒种子背后的危与机》为例，就调查类对农

节目强化时代感展开论述。

关键词：对农节目 新闻敏感性 时代感

深度调查

新闻调查类节目在传统媒体时代曾走过盛行

期，但因采访难度大、对记者要求高、播出压力

大等原因，从事新闻调查的记者越来越少，调查

类节目也随之变少。但在融媒环境下调查类节目

仍是传统媒体的一大优势，有深度的调查报道仍

然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与优势。在乡村振兴战略

的实施过程中，深度对农调查报道对推动“三

农”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新闻专题《一粒种子背

后的危与机》从浙江最大的杂交籼稻制种基地入

手，紧扣国家粮食安全和种子安全的重大主题，

对遂昌杂交水稻制种产业深入调查，大胆触及表

调查类对农节目应强化时代感研究真问题调查类对农节目应强化时代感研究真问题
——新闻专题《一粒种子背后的危与机》剖析

尹世平





BROADCAST
B
R
O
A
D
C
A
S
T

T
E
L
E
V
IS
IO

N

视听纵横2022·6

▲…
…

…

………

创优实践

面看似欣欣向荣产业背后的隐忧，并对现实问题

进行深入剖析。这对今后水稻制种产业的健康发

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加强政策学习，抓选题紧扣时代主题增
强新闻敏感性

对农节目记者要加强政策学习，紧扣时代主

题，增强新闻敏感，赋予身边的对农选题新的生

命。这样才能从眼花缭乱的现实生活中，捕捉到

鲜活的素材，采写出生动的新闻作品。

笔者多年来每天坚持在学习强国平台学习

“每日金句”。2021年7月18日，“每日金句”中

的“论实现种源自主可控”让笔者找到了对农节

目创作的新灵感。

遂昌是浙江省最大的杂交籼稻制种基地，面

积达1.2万亩，有1000多户农户从事杂交水稻制

种业产业。遂昌年产中浙优系列组合杂交稻种子

150多万公斤，产值达5000多万元。这些种子推

广到广西、贵州、福建，年播种面积超300万亩。

出于新闻职业的敏感性，笔者认为这是一次

对农新闻出彩的机会。那么应如何让水稻制种这

篇新闻专题出彩呢？经过深思熟虑，笔者对看似

欣欣向荣的水稻制种产业进行深入调查剖析，发

现一些背后的现实问题。这对政府部门具有重要

的参考作用和更大的社会价值。于是，笔者确定

了做对农调查节目《一粒种子背后的危与机》。

7 月中下旬，正是水稻制种农户忙于剪叶、

喷施 920 （植物生长剂）、赶花的季节，对于电

视节目来说，恰是田间地头展开调查的最佳时

机。笔者第一时间组织骨干记者做好采访前期的

“功课”，并及时赶赴乡镇（街道）采访。到达新

路湾镇蕉川村采访时，田间地头放眼望去都是

65 岁以上的老人在劳作，其中最年长的年逾八

旬。这里虽然连片种植，但因稻田有坡度，以散

户小规模传统手工种植为主。在大柘镇，笔者看

到这里的水稻制种虽以大户种植为主，但因当地

是一个茶产业大镇，“非粮化”导致水稻制种业

发展举步维艰，土地流转难，成片种植增加了成

本。都说农业是靠天吃饭的产业，水稻制种产业

也不例外，风险较大。这些问题，都是山区种业

发展的短板、难题、潜在的风险点。遂昌水稻制

种产业的案例因此有了典型意义。

二、增强科学素养，做采访遵循农业常识科
普农技实用性

作为对农记者要不断提升“三农”知识的科

学素养，储备较为完备的“三农”专业知识。这

也是所谓“记者的专业化”应该具备的条件。

（一）做好采访前的“功课” 精通水稻制
种常识

耕地资源十分珍贵，作为山区 26 县的遂昌

更是如此，庆幸的是，九山半水半分田的遂昌，

目前仍有1000多户农户在1.2万亩耕地上从事杂

交籼稻制种产业。但近年来，随着其他经济作物

的亩产效益越来越高，也有一些农户把原本用于

水稻制种的农田用来种植茶叶、苗木、水果等经

济作物。因此，保护有限的耕地资源，山区县刻

不容缓。

《一粒种子背后的危与机》在创作前，对农节

目记者就充分做好采访的前期功课：一是了解杂

交水稻制种的基本原理；二是积极对接在省城的浙

江勿忘农公司的专家和当地农业农村局的专家。

（二）做好采访中的“功课” 普及水稻制
种技术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杂交水稻制种从播种

到插秧，技术要求比较高，为多产种子，需要进

行人工辅助授粉来提高产量。连片种植可以提高

花粉利用率，获得高产。因此，杂交籼稻制种除

了人工赶花授粉技术，还有一项技术就是隔离技

术。隔离又是有国家标准的，因此，水稻制种的

规模种植十分重要，不仅可以提高授粉率，而且

还可以降低隔离成本。

对农节目记者要有一双善于观察的“慧眼”。

“深度报道的本质力量之一，就在于记者有超宽

的背景与前景视野。”①对杂交籼稻制种产业进行

深入调查，记者必须要有丰厚的科学素养、扎实

的水稻制种知识、产业发展的前瞻性，才能做深

报道。记者在做深报道的同时，向受众普及农业

知识，推广农业技术，让对农节目更具实用性、

实效性和服务性。

三、提升站位高度，做报道围绕突出矛盾
挖掘事件真相

调查类对农节目新闻主题的概括与锤炼是节

目的灵魂，其前提是符合国家的重大方针政策、

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符合基本科学原理和

规律。对农节目记者要提升站位高度，把政治站

位和社会责任统一起来；把坚持正确导向和现实

问题统一起来；把满足受众需求和推进社会进步

统一起来，围绕突出矛盾挖掘事件真问题，从而

找到正确、真实、社会价值最大化的新闻报道的

方法和路径。《一粒种子背后的危与机》很好地

挖掘了这些真问题，并积极探索解决这些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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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

（一）把政治站位和社会责任统一起来挖掘
真问题

对农节目记者必须提高站位，把政治站位和

社会责任有机统一起来，敢于挖掘真问题，勇于

承担社会责任。作为党的喉舌，对农记者应该考

虑如何更好地把党和政府的政策用老百姓简单易

懂的方式报道出去、把老百姓的真实诉求报道出

去，做到政治站位和社会责任有机统一。

遂昌是浙江杂交籼稻制种的最大基地，对于

一个县域种业产业展开调查，要直面制约产业发

展的真问题，用新闻的力量推动社会的发展。遂

昌是典型的山区县，耕地弥足珍贵，但近年的

“非粮化”给当地制种大户规模化成片发展制种

产业增加了难度。种一亩水田净收入2000元不

到；如果发展水稻制种业，每亩净收入3500左

右；而种一亩茶叶，只要勤于采摘，净收入至少

6000元。于是，当地一些老人就将农田种上茶

叶，每年都有不错的收入。但在当前稳粮保供的

政策下，基本农田“非粮化”现象与稳粮政策存

在一定冲突。2021 年是中央到地方都开始“非

粮化”整治的关键之年，一头是政策、一头是民

生，在当地农业部门提及“非粮化”成了一个敏

感词。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调查报道要敢于直

面这些真问题，把政治站位和社会责任有机统

一，一方面让百姓了解相关政策，另一方面推动

当地政府部门加快推进“非粮化”整治，这样才

能切实解决制约种业发展的耕地问题。

（二）把正确导向和现实问题统一起来挖掘
事件真相

在正确导向下，对农记者要敢于挖掘现实真

相，通过对现实真相的报道，引发社会的广泛关

注，推动当地政府部门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从

而更好地推动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农村振兴。

遂昌有1.2万亩的杂交籼稻制种田，在田间

劳作的基本是老年人。

老龄化、机械化程度低将是制约未来水稻制

种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水稻制种业是靠天吃饭的产业，风险性很

大。2010年，遂昌因高温干旱天气，制种田里

的父本（恢复系）都死亡了。当年，遂昌县制种

亩产创下历史最低记录，平均亩产是 98 公斤，

大部分制种户亏本。2019 年，杂交水稻制种纳

入政策性农业保险。每亩每年保费220元，农户

承担7%，其他由中央、省、县财政承担。因为

是订单农业，农户承担的7%由浙江勿忘农遂昌

分公司承担。制种户如遇自然灾害绝收的，每亩

最高可获2200元赔付。

对农调查报道要把正确导向和现实问题统一

起来挖掘真问题，并让受众看到产业发展的希

望，树立产业发展的信心。

（三）把受众需求和社会进步统一起来挖掘
事件真相

对农调查报道，记者要把受众需求与社会进

步统一起来去挖掘事件真相，在遵循事实的基础

上，一方面挖掘真相，一方面解决问题。在抛问

题的同时，也给农民带来解决问题的信心。

新闻专题《一粒种子背后的危与机》主要分

两个版块，各版块开头以记者出镜形式呈现，让

作品具有很强的带入感，并且力求以沉浸式方式

挖掘真相，讲述调查中的好故事。

在老龄化问题中，记者特意挖掘了 70 岁老

汉廖志成和00后叶大磊的故事，故事化让作品

变得生动。在权威专家佐证上，记者及时对接浙

江勿忘农公司和遂昌县农业农村局的水稻制种专

家，将他们的采访放到水稻制种田里进行，以亲

民化方式让专家在田间地头传授水稻制种的技

术，以他们的视角讲产业发展的真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2021年12月，中央农村工

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再次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

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②今年4 月，习

近平总书记在海南考察时再次强调，“种子是我

国粮食安全的关键”。③在此背景下，回顾《一粒

种子背后的危与机》的创作过程，重新审视对农

调查报道的选题与内容定位，便更具价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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