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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论坛

2023年 9月，浙江省广电局、省广电学会组

织开展了 2023年度浙江省广播电视对农节目服

务工程建设考核和对农节目奖评审工作。2023
年度全省广电对农节目考核抽评到的是省、市、

县各台 8月 28日-9月 3日一周中自办的广播、电

视对农栏目。通过一周栏目的抽评，和对全年播

出情况的考核，全省广播对农栏目考核产生了台

州台、温州台、德清台、瑞安台、长兴台、嘉善台、

永康台等 16个优秀奖，以及 16个鼓励奖。同时

评选出了台州台《乡村大放送》、德清台《田园德

清》、瑞安台《乡土乡音》3个广播对农栏目一等

奖，以及 4个二等奖和 5个三等奖。综观 2023年

度全省广播对农栏目的考核和全省广电对农节

目奖广播对农栏目的评审，全省广播对农栏目围

绕重大主题和当下热点，紧扣“三农”前沿，注重

调查报道，突出为农服务，积极探索广播融媒传

播新业态，整体编排水平进一步提高，采编主持

水平有较大提升，展现了媒体深度融合发展背景

下广播对农栏目编排创新的高阶比拼。但与此

同时，地区不平衡性依然较为突出，一些台广播

对农栏目编排拼凑痕迹较为明显，广播融媒表现

时见“形式大于内容”的现象。在全省市县广播

电台普遍进入融媒体中心组织架构情况下，广播

对农栏目要谨防“突击创优”，积极探索融媒传播

生产机制重构，保障广播对农栏目常态化高质量

生产，真正发挥广播融媒对农宣传在“三农”现代

化建设中作用。

一、2023年度全省广播对农栏目考评亮点

（一）栏目编排精细化提升

根据浙江之声和各市县广播电视台填报的

《广播对农栏目综合情况表》，除宁波和绍兴电

台，省市两级电台有 10个台 11档主档对农栏目

实现每周 5天以上日播；66个县级电台中，有 38
个台 41档主档对农栏目实现每周 5天以上日播。

从抽评到一周栏目串编单和 3期代表作来看，综

合性编排期数明显增加。特别是获评考核优秀

奖的 16家单位和大部分获评考核鼓励奖的市县

台广播对农栏目，普遍采用“双主持人+新闻话

题互动”的方式进行串编直播或录播，广播对农

栏目编排不仅专栏设置丰富，而且编排设计细

致，相当一部分台的主档广播对农栏目编排精细

化程度较高。市级电台层面，比如台州电台 8月

31日播出的《乡村大放送》节目，邀请特约评论

员作客直播间，在开头的《新资讯 快解读》专栏

中，AI主播小九快速播报《“泥腿子”也能评人才

了》《“咖啡+烧饼”，这家乡村咖啡屋有意思》等 5
条资讯之后，即请出嘉宾进行资讯解读，对乡村

咖啡馆兴起的话题作了饶有兴致的点评，进而引

伸出互动话题“乡村的咖啡屋，你觉得能办得长

久吗”，像这样的编排设计，与常态化的一组资讯

播报相比，既有资讯提供的信息量，又有话题交

互的发动性，形成前后的接续，让节目从一开始

就抓住了听众的耳朵。温州电台 9月 1日播出的

《乡土温州》节目，4条“乡土快报”快速播报之

后，即进入到《科技兴粮》专栏，录音报道《“炫”

海边种粮》说的是瑞安丁山盐碱地双季稻种植试

验顺利进入晚稻种植阶段，为粮食增产找到新路

径。《“秀”空中储粮》说的是温州“智慧楼房仓”9
月将进场施工，全省首创、向“天”要地、智能储

粮，同类题材报道的组合叠加，也让这一专栏的

设置比一般的单篇报道专栏更具收听的趣味性。

同一期节目中，《AI曝光台》既有“整改案例”，又

媒体深度融合发展背景下媒体深度融合发展背景下
广播对农栏目编排创新的高阶比拼广播对农栏目编排创新的高阶比拼

——2023年度浙江省广播电视对农节目服务工程建设考核
与广播对农栏目评审综述

吴生华 俞加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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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待整改案例”的报道，显示了广播对农栏目开

展舆论监督报道的长期持续性。县级电台层面，

比如德清电台 8月 28日播出的《田园德清》，节目

前半部分，突出德清作为杭州亚运会湖州赛区所

在地的“身份”，从一开始的话题抛出：“亚运会

即将拉开大幕，会有很多游客来到我们德清，如

果你是乡村代言人，你会向八方来客怎么推荐家

乡呢？”到《田园大喇叭》专栏，“亚运稻田”“乒乓

球‘村超’”“村民学英语 一起迎亚运”3条资讯

集中围绕“亚运来了”主题编排，再到《田园

SLOG》专栏推出“千万工程”20周年系列报道之

“欢迎来我家”，《“网红大妈”杨小平：乡土 RAP
为家乡代言》的报道，既打好了“亚运牌”，又十

分顺畅地过渡到了“千万工程”20周年成就宣传

的报道主题，听来感觉欢乐、活泼，营造了浓郁的

“迎亚运”喜庆氛围。瑞安电台 8月 28日播出的

《乡土乡音》节目，《乡土农友圈》专栏的编排，既

有“主播发布”，又有“农友发布”，彰显了广播对

农栏目“朋友圈”的特色。在专栏的设置与安排

上，《记者走乡村》与《共富大篷车》前后接续叠

加，《乡村监督岗》与《乡土Rui评论》相互协同配

合，都显示精细化编排设计的巧妙与用心。嘉善

电台 9月 1日播出的《水乡田野》节目中，《走进

示范区》专栏，三路记者分别从青浦的“东方田园

威尼斯”张马村、吴江的环长漾新时代鱼米之乡

“最江南”样板区和位于示范区核心启动区嘉善

西塘、姚庄的“金色大底板”三地发来现场报道，

让听众一次领略青吴嘉（上海青浦、江苏吴江和

浙江嘉善）三地绿色生态一体化示范区的生态发

展之变。

（二）专栏采制主体性彰显

广播对农栏目编排的策划设计与组织采制，

如果说多专栏组合的综合性杂志化编排形态，让

节目在形式上显得丰富多彩，那么重点专栏就是

一期节目的“主心骨”，显示出当期节目的主要关

注点。在这方面，各台抽评到的广播对农栏目主

档代表作同样做得不错，有不少栏目还以连续报

道、系列报道的策划推出，让评委看到了精心做

好重大主题报道或持续关注某一重点题材的前

后关联性。如台州电台《乡村大放送》中《二十

年 村之变》专栏播出的《乡村“变形”记之十一：

用好用活资源，乡村这“三美”人人向往》，温州

电台《乡土温州》播出的《记者调查：温州山城宜

机化改造的探索与困惑》，瑞安电台《乡土乡音》

播出的连续报道《农机遭遇“看病难”》，德清电

台《田园德清》播出的连续报道《走好机械强农稳

粮之路，德清还需要补什么？》，长兴电台《乡村

节节高》播出的《预制菜肴野蛮生长，产业落地如

何安全着陆？》，嘉善电台《水乡田野》播出的《记

者调查：水产养殖互助保险为何遇冷？》，永康电

台《直通新农村》播出的《新时代文明实践乡村站

点不能建而不管》《三千多万整治耕地为何又抛

荒？》，上虞电台《上虞新农村》播出的调查报道

《机械化强农稳粮之路，薄弱点如何突破？》等。

这些重点专栏报道，或者以重大主题性的系列规

模，或者以紧贴“三农”前沿的调查深度，亦或以

舆论监督的锐度和实效，彰显了栏目编排的主体

性安排，让广播对农节目的播出，更显新闻性、深

度性和思辨性。

（三）主持节奏交流感增强

就广播对农栏目的收听效果来看，主持人是

节目的“门面”，好的节目编排为主持人“量身打

造”，优秀的节目主持人又为节目编排“锦上添

花”，编排串词与主播表达可谓相辅相成、相互成

就。如此次考评获一等奖的市级台栏目台州电

台《乡村大放送》，男女主持人在交谈中，适时请

出嘉宾，并调动AI主播小九，在不同专栏交替推

出的过程中，穿插选读听友与网友的话题参与内

容，听感流畅、自然。同样，此次考评中获一等奖

的县级台栏目德清电台《田园德清》，男女主持人

与AI主播“德小农”相互协调，《田园 SLOG》专栏

中“网红大妈”自述和“乡土RAP”生动活泼，《田

园新农人》专栏中“灵芝小哥”采访话语简洁而富

有朝气，整期节目收听下来，感觉专栏安排短小

精悍，主播交谈自然鲜活，节目播出流程十分流

畅，听觉感受有很强的交流感。此次考评发现，

编排和主持节奏把握较好的广播对农栏目还有

不少，这说明，在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广

播对农栏目的主持语态也在发生着变化，更加注

重“网感”，也更加贴近听众，让栏目播出的节奏

更显明快，交流感进一步增强。

（四）融媒形态创新性凸显

检阅全省各台抽评到的广播对农栏目，融媒

形态的创新性得到了凸显。考评发现，市县级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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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台州、温州、瑞安、德清、长兴、永康、玉环、

青田、缙云、新昌、建德、北仑、泰顺、洞头等 10多

个广播对农栏目都采用了AI主播与真人主播配

合，台州、温州、金华、玉环、青田、缙云、平湖等

均采用了广播可视化直播，台州、杭州、嘉兴、瑞

安、玉环、云和等都采用了广播融媒报道的创新

方式。虽然说AI主播、可视化直播等广播融媒

传播方式的采用，并不一定意味着节目播出质量

上乘，但确实凸显了各台在广播对农栏目采编播

出过程中的创新性追求。融媒手段的采用为节

目播出形态的创新出彩作出了贡献。比如台州

电台《乡村大放送》栏目继续保持“广播听、手机

看、融媒传播”的特色，依托融媒体直播室，通过

广播和新媒体平台同步音视频直播，可听、可看、

可转发、可点赞。节目播出后，栏目组第一时间

对热点内容、重要信息等进行再创作，剪辑成短

视频，通过望潮客户端、望潮抖音号、台州 987微

博等新媒体平台进行梯次传播，持续提升了传播

力和影响力。又比如德清电台《田园德清》推出

的“千万工程”20 周年系列报道之“欢迎来我

家”，在“我德清”客户端和抖音号有同步的系列

短视频推出，瑞安电台《乡土乡音》推出的《声音

的见证》系列，在“天瑞地安”客户端同步开设专

区，以“海报+文字+音频”的方式融媒呈现，至今

客户端同步推发已有 12期。广播融媒创新的探

索与突破，让广播对农栏目摆脱了单一声音媒介

的局限，融入到了新媒体传播的渠道，赢得了更

大的影响力。

二、2023年度全省广播对农栏目考评发现

的问题

（一）地区之间不平衡性依然突出

在看到全省各台广播对农栏目整体质量提

升的同时，此次考评也发现，全省十一市之间的

不平衡性依然突出，同一市所辖县市区中各台节

目质量也参差不齐。考评发现，湖州地区各市县

台一如继往对广播对农栏目考评予以了高度重

视，3家县级台的广播对农栏目均以较高的节目

质量进入到考核优秀行列。嘉兴和杭州地区各

市县台广播对农栏目整体质量提升明显。嘉兴

地区各台中，嘉善、海宁、桐乡台的广播对农栏目

进入考核优秀队列，嘉兴电台《阿秀嫂的家常话》

获考核鼓励奖；杭州地区各台中，桐庐、淳安台获

考核优秀，建德台获考核鼓励奖。温州、绍兴、衢

州、丽水地区各县级台抽评到的广播对农栏目虽

然进入优秀行列的只有瑞安、上虞、常山和青田

台，但考评发现，这四个地区，大多数台对广播对

农栏目开始重视起来了，整体上质量提升较为明

显。但与此同时，宁波地区的 9家市县电台、舟

山地区的 4家市县电台，没有一个广播对农栏目

能够入围考核优秀。台州地区除了台州市台和

玉环台获评优秀，抽评到的其他各台广播对农栏

目整体质量一般。金华、丽水同一地市各县级台

中，除考核获评优秀、鼓励的台，其他台“躺平”

现象较为明显，各台广播对农栏目在开办数量和

质量上尤显参差不齐。

（二）内容组织拼凑痕迹十分明显

此次考评也发现，一些台在广播对农栏目的

抽评应对中，内容组织拼凑痕迹十分明显，暴露

出了“突击创优”的问题。比如，在听评到的一些

广播对农节目中，关于“八八战略”20周年的重

大主题系列报道来自于时政性新闻栏目，报道取

材过于宏大，“三农”视角明显缺失。有的对农节

目，几乎集纳了当地最为有名的村庄典型、“三

农”人物和特色农产品，一些报道缺乏新闻由头，

一些专栏冗长拖沓，缺乏适应于栏目编排的长短

剪裁，可听性不强。个别台抽评到的广播对农栏

目的几期代表作品，几乎就是涉农新闻的集纳，

甚至还有市县领导的考察调研报道，无法体现对

农资讯的服务性作用。也有一些台内容编排太

“满”，造成主播语速过快，听感吃力。

（三）融媒表达过于追求外在形式

当前，媒体融合发展已经进入到“深水区”，

对于广播对农栏目而言，融媒传播同样是大势所

趋。但广播对农栏目积极探索与新媒体传播的

融合，首先还是要做好内容，不能停留于形式，更

不能“形式大于内容”。此次抽评考核发现，一些

台在广播可视化直播形态上做得不错，但节目专

栏安排较少，有效信息含量不足；也有一些台采

用的所谓AI主播徒有形式，停留于简单的语音

转换，做得很刻意，听起来也不好听。因此，广播

对农栏目的融媒传播探索，还需要立足实际，追

求实效，让融媒传播实践真正起到扩大覆盖面、

增强传播力的作用。

（作者单位：浙江传媒学院 浙江省广播电视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