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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创优之我见

主题报道主要指围绕党和政府的重大决策、

重大部署、重大活动及相关社会热点所展开的具

有深度和广度的规模化宣传报道，是主旋律报道

中的重要角色。在融媒体时代，面对受众年轻

化、内容个性化、交流互动化的媒体语境，主题

报道如何打破“曲高和寡”的窠臼，更具可看性

和传播力？笔者认为，不妨从受众角度出发，让

选题亲民化、表达年轻化。

一、选题亲民化：遵循接近性原理 择取接

地气故事

要做好主题报道，眼下最时兴、最有用的办

法是讲故事。“一个好故事胜过万语千言”。那

么，究竟该如何择取故事、讲好故事呢？不妨从

选题亲民化入手。所谓的选题亲民化，就是要接

地气。如何接地气？就是要以“小”见“大”，

从一个小人物、一个小事件中破题。

主题报道是一份沉甸甸、菜品丰盛的新闻

“大餐”。但为什么这顿“大餐”要在选材上弃

“大”选“小”？正如周星驰所说，小人物的故事

永远最打动人，最能与普通大众引发共鸣。

2021 年，央视新闻专栏推出 《我们的日子有奔

头》主题系列报道，讲述的就是一个个鲜活生动

的小人物勤劳奋斗奔小康的故事。比如，帮人扛

货的重庆“棒棒”冉光辉，广西百色酸笋闻臭师

李永国，带着数千“鸡小弟”做直播、拍短视

频、拓宽农产品电商销路的95后“鸡司令”尚

育康等等。这些身边人、平凡事虽不起眼，但都

具有很强的代入感，能真实地体现“中国的全面

小康是辛辛苦苦干出来的，好日子唯有奋斗，别

无他路”的大主题。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小人物

的奋斗故事一经推出，每一篇阅读量都达到了

10万+。

主题报道需要宏大叙事，但宏大也是由一个

个具体而真实的平凡小人物、小事件组成。可以

说主题报道立意越大，切入口就要选得越小。但

在做一些国之栋梁型的伟人系列主题报道时，因

其工作的特殊性、功绩的卓著性，很多记者可能

一时之间找寻不到小的切入口，那么不妨以平民

化视角，捕捉一些小细节，让伟人变为“平凡

人”，从而拉近与受众的距离，同时也能让人物

性格的呈现更加立体化、多元化。比如，2020

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了一档针对国之大家

的主题系列报道《吾家吾国》。其中在采访美术

名家常沙娜时，记者王宁记录下了这样一段细

节：在小区漫步，常沙娜告诉记者，“这树本来

要砍，我没让砍，我什么都爱管闲事儿。他们说

领导让我们砍的，我说你先砍我的腿。”说完她

哈哈大笑，最后还不忘“嘲笑”自己一把，“成

了个笑话。”

其实这一段同期，与常沙娜大半生奉献于敦

煌艺术的主旋律并没有什么联系。但是反对砍树

这个小细节，反而让这位老艺术家显得更加真实

可爱，一位“爱管闲事儿”“较劲”认真的老太

太形象一下子跃然于屏幕前，让受众看了之后感

觉，原来高高在上的美术名家常老先生还有这样

的一面，就跟身边的居委会大妈一样，有些“倚

老卖老”，更有着一副热心肠。

“离受众近一些”是国内外新闻界多年来的

追求。要想把主题报道这道“大菜”做得广受好

评，就要学会充分利用新闻价值学说中的“接近

性”原理，寻找所报道的事实与受众在事件、地

点、心理或利益的接近点，即所谓的“接地气”

“亲民化”。接近的因素越强，受众的观看欲望也

就越大——放弃“居高临下”的俯视角度，选择

从寻常百姓和寻常生活的角度出发，不但不会削

弱主题报道的“权威性”“宏大性”，反而会变得

选题亲民化亲民化 表达年轻化年轻化
——融媒时代主题报道更具可看性的若干思考

徐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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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切可看。可以说，小人物小故事越精彩深刻，

大主题的表现就越淋漓尽致。

二、表达年轻化：破圈跨界联动 善用网络

流行语

传播力是检验主题报道成效的点金石。从传

统意义上来说，重大主题报道是宏大的、厚重

的，但如果一味刻板严肃、高高在上，就会让受

众尤其是年轻受众感到索然无味，甚至避而远

之。当前，读报纸看电视新闻的年轻人越来越

少，很多人接受各类信息的主要渠道是互联网。

因此，可以尝试运用互联网上的新梗、热词、潮

元素等创新新闻主题报道，吸引年轻受众。比

如，2021 年，“YYDS”一度成为异常火爆的网

络流行语。东京奥运会期间，人民日报就以

《YYDS！中国举重梦之队》 为题，报道了中国

举重队在东京奥运会上取得的骄人成绩，一时间

引发7万多名网友点赞转发。这其中固然有事件

本身引发的热度，但也无可否认，这样的标题无

疑让人眼前一亮，倍感新鲜。

在主题报道中大胆灵活地融入网络流行语，

已成为很多主流媒体创新、引流的一种方式，并非

只局限于标题中。以眼前“火出圈”的央视主持人

朱广权为例，他的段子式口播经常融入网络流行

梗，从而让原本严肃、高大上的新闻步入凡尘，变

得趣味十足、充满温度。由他主持的《共同关注》

《新闻直播间》等栏目也因此一度成为年轻人的

“新宠”。2020年4月，央视新闻频道《共同关注》

栏目推出一则《江城春色好 武汉复苏时》的报

道，朱广权说出了这样一段“花样饶舌段子”式

口播：“当街头出现穿着睡衣买菜的大叔，把葱往

腋下一夹；街边生火炒菜的小贩，有着蓬松的头

发；还有在无人处翩翩起舞的大妈……看到他们，

你就知道，那个熟悉的武汉回来了，是它，就是

它！”因为这个口播，使得该报道在一众关于武汉

解封的新闻中脱颖而出，被网友广泛转载。究其

原因，不仅仅是它押韵、朗朗上口，更因为朱广

权巧妙地融入了一个网络流行梗——蓬松的头发。

这个梗出自当时很火的一个综艺节目，朱广权的

跨界联动轻而易举、别出心裁地透露出“街边小

贩有着蓬松头发意味着理发店已重新开张”，这比

平铺直叙地说出“武汉已经解封，菜市场恢复生

机、理发店恢复运营”效果要好得多。

举一反三，要改善以往主题报道中官话多、

官腔重、模式化的弊病，不仅可以在标题和内容

方面下功夫，还可以找一些当下网络上的流量担

当来为主题报道添彩，甚至可以在后期借鉴运用

抖音式的剪辑手法。比如，2021 年两会期间，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融媒体特别节目《两会你

我他》，节目特别邀请了张文宏、眼科医生陶勇

等“网感”十足的嘉宾解答网友关注的“十四

五”规划纲要、养老、医疗等热点话题。“网红”

嘉宾的流量效应，搭配年轻化的传播语态，瞬间

让严肃话题与“网感”十足的表达形式形成了

“反差萌”，使得该节目在微博、B站、抖音等平

台获得了巨大的点击量，实现了时政话题在年轻

群体中出圈。其中，“朱广权杨禹为文科生就业

支招”“张文宏分析五一假期旅游可能性”等话

题在微博的阅读量分别达到了1亿和4.4亿。①

在当下融媒体时代，要创新创优重大主题报

道，表达手法是否跟得上潮流很重要，这在一定

程度上决定了报道能否获得更高的关注度和影响

力。要使主题报道变得好看、能吸引人，记者的

思路必须要活、用词要“鲜”，要学会跨界联动，

脑洞大开，写出新花样，这样才能让受众尤其是

年轻受众愿意看、喜欢看。当然，如果一味标新

立异、毫无分寸、不分场合地滥用或乱用网络流

行语，也是不可取的。此外，选用网络流行语

时，最好选择一些流行度高、知晓率广的那种，

若只是小众化流行，则会让受众看了之后一头雾

水，达不到想要的传播效果。

随着新媒体的广泛应用，舆论生态、媒体格

局、传播方式都在发生着深刻变化。新闻业态的

转型重构，意味着主题报道也必须有所创新。如

果还是沿用老一套，不仅会削弱新闻价值，更会

直接影响传播效果。选题亲民化、表达年轻化，

是对当前媒体加速深度融合的调整和适应，也是

进一步提升主流媒体引导力、影响力、传播力和

公信力的有力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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