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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研究

摘要：主题报道是各级主流媒体服务中心、

服务大局的重要载体，也是主流媒体优势和权

威性的集中体现。如何守正创新做强、做优、

做深、做精主题报道，及时、正确、全面、有

效地宣传好党委政府的决策部署，是各级党媒

必须答好的一道考题。在答题过程中，各级主

流媒体纷纷出招，创新形式、丰富内容、亮点

频闪，但也出现了一些重形式轻内容、重过程

轻结果的现象，影响了主题报道的效果。本文

以主题报道的形式和内容为切入点，用辩证的

思维剖析当前主题报道中存在的形式主义表现

和成因，提出了摒弃形式主义的方法路径，举

一反三，为做好主题报道提供一些启发和借鉴。

关键词：主题报道 形式 形式主义 路

径探索

宣传讲究形式，形式创新的宣传总是鲜活有

趣，令人印象深刻。但如果仅有虚头巴脑的形

式，忽视了实实在在的内容，那么就成了令人生

厌的形式主义了。当前，全省各级媒体都在聚焦

二十大精神宣传贯彻、“八八战略”实施 20 周

年、强信心拼经济等重大主题的宣传报道，通过

创新策划，大量契合时代、推动发展的主题报道

精彩纷呈，充分彰显了新时代主流媒体的责任担

当和价值引领。但不难发现，在有些报道中，也

出现了形式主义的苗头和倾向，内容上较为肤

浅，表达上八股冒气。看似高大上、高节奏、高

密度的宣传，实质起到的作用十分有限，甚至还

会带来低级红、高级黑的负面影响。

一、表现各异，形式主义“版本多”

从一些媒体的宣传看，形式主义有着不同的

主题报道中形式主义的主题报道中形式主义的
成因剖析与解决路径探索成因剖析与解决路径探索

王千钧 蔡美兴 施 羽

打造主持人、专职记者，AI 虚拟主播等广电对

农节目特有的 IP 形象，让广电对农节目在新媒

体平台有阵地、有形象、有影响力。

（四） 变革现行考评机制，促进常态化广电

对农节目创新创优

全省广播电视对农节目服务工程考评机制已

施行16年，已形成鲜明的浙江广电特色和厚重

的浙江广电经验，所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但毋

庸讳言，现行考评机制实施时间已久，实施过程

中也发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比如，每年固定于8

月份抽评，虽有利于形成规范的年度考评，但也

造成了较为普遍的“突击创优”现象。也就是平

时节目质量一般，考评月份搞专班突击。有的台

出于应付完成任务办节目，而不是出于媒体为农

服务的初心办节目。既然省广电局文件要求每周

自办对农节目不少于3档，那就每个频道办1档。

有的台把对农节目等同于一般的部门联办节目，

只考核节目创收承载，只求考核合格，没有提升

节目质量、扩大节目影响的目标追求。凡此种

种，都要求对现行的考评机制进行优化升级，促

进常态化广电对农节目创新创优，让全省广电对

农节目真正成为共富示范区建设的宣传主阵地，

让对农节目队伍成为共富示范区发展的专业宣

传队。

（作者系浙江省广电局课题调研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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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可谓版本多、内容杂，甚至出现一些“变

异”的苗头倾向。

一是“演”，走过场痕迹明显。一些报道表

面上很火，却是借的形式外壳，内容简单加工，

没有多少营养价值可言。在一些重大题材的策划

实施中，本该“沉”下去的报道却“浮”了上

来，给人感觉不扎实、没诚意。比如为了配合党

委政府政策的宣传贯彻，提高宣传覆盖面，有媒

体报道政策宣讲团在老人食堂用餐时宣讲、在医

院里组织住院病人学习政策等内容。这些老人细

嚼慢咽吃顿饭本来就不容易，病人吃药挂盐水也

不怎么方便，还要配合前来宣讲的人当听众、鼓

鼓掌。这些“导演”出来的“新闻现场”，不仅

让新闻本身失去了严肃性，也使一些主题学习活

动报道变了味。

再如某媒体在报道一种粮大户与村民一起在

稻田里学习党的二十大报告时，画面中10多名

村民坐在整齐排列的塑料凳上聆听他讲学习体

会，此时旁白讲道：“为正在农忙的群众送上了

一堂生动的理论宣讲课。”农忙时节，农民首要

任务是抓紧做好秋种秋收，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

可以错开农事、农时、农田进行，也可以利用其

他时间和场合进行宣讲，没必要如此刻意布置。

还有是背稿表“演”。有些时政、经济类的

主题报道，专业性比较强，出现在画面上的当事

人在政策解读时表情语气僵硬，没有发自内心的

体会和感想。作为媒体记者，没有事先与受访者

进行充分沟通，使其在轻松的状态下回答出得体

到位的真情话，是问题的主要原因。

二是“惰”，把专栏当成“筐”。目前，各

地媒体均开设了大量专题专栏，集纳刊播当地共

同富裕、乡村振兴、党的二十大精神贯彻落实等

相关报道。但也出现了把专题专栏当成“筐”的

现象，什么内容都往里面装，导致宣传浅表化，

内容选取简单化。如某媒体“二十大精神在基

层”专栏中，记者来到某村广场感受这里银杏树

下满地金黄的景象，期间介绍了拍照时应该穿什

么样的衣服、在哪里取景、摆什么造型，以及周

围一个围炉煮茶的摊位变成网红打卡地等内容。

这就偏离了学习宣传党的二十大精神的主线。还

有的把重要会议作为主题报道题材，用大量会议

场景“撑时间”，缺少鲜活的基层镜头和互动内

容；有的报道内容直接摘自党的二十大报告，且

所占比例较高，而以党的二十大精神结合当地发

展的特色内容不多，导使报道给人一种“高高在

上”“照本宣科”的感觉。

三是“凑”，刻意做数字游戏。作为主流媒

体，每年要推出很多主题报道的策划，但在推进

过程中出现策划与落实衔接不够，有些媒体因为

内容采制效率不高，跟不上刊播节奏，只得“饥

不择食”，把一些常规的项目签约、开工和农村

秋收冬种的“四季歌”，也塞进了主题报道的专

栏里。如有的报道虽顶着“二十大精神在基层”

的名头，推出走进村庄看变化等系列报道，却仅

仅展示了当地的怡人景色、游客如织、美食繁

多，缺乏对乡村振兴好政策的阐释，徒有文旅元

素的堆砌，让报道变成走马观花般的“到此一

游”。还有的报道中出现硬凑“数字”的现象，

比如一些地方推出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十讲十赛十效”等活动，甚至还出现凑“二十

项”内容的学习方案，而相关媒体在报道中照搬

此类看似创新、实为拼凑的“案例”，客观上为

这种形式主义的“学习宣传”唱赞歌，从而偏离

了报道的初衷。

还有新闻雷同化，一个镜头、一个题材多次

出现在同一家媒体的不同节目、版面中，缺乏对

党的二十大精神的深度解读和特色报道，让观众

有枯燥乏味之感。

四是“俗”，严肃问题庸俗化。主题报道相

对而言具有政治性、严肃特质，如何把严肃性话

题变成通俗化鲜活表达是创新主题报道的重要一

关，但创新如果把握不好，就可能偏离主题主

线。比如有些报道出现通过“脱口秀”的形式入

村、入企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通过青年创、青

年讲、青年听，名为让宣讲有“笑果”也有“效

果”，但一些脱口秀内容游走在“通俗化”和

“庸俗化”之间，容易滑出边界。“脱口秀”等娱

乐化的表现形式本来就不适合宣传二十大精神这

样严肃的政治内容。报道如果只追求形式上的

“新、奇、特”，而忽视内容的精准表达，就可能

让雷人的形式和内容出现在媒体上。

必须指出的是，有些形式主义的表现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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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媒体自编自导的，而是当地有关部门的行

为，不能对媒体一概而论进行批评，但对于明显

形式主义的东西，媒体还需有所甄别、有所

取舍。

二、剥除“外壳”，尊重规律求实效

当前尤其需要剥除新闻形式主义的“外壳”，

着力用党的二十大精神统领思想、凝聚力量，把

准方向、把牢导向，坚持贴近实际、尊重规律。

针对新闻报道中的形式主义，有必要从以下几个

方面去努力。

1. 媒体要先学先思先领悟。一是深学一步，

新闻工作者要先行先学，对党的二十大精神、党

的方针政策、经济发展举措等要点和重点表述应

入脑入心；二是深走一步，深入基层多挖掘鲜活

生动的宣讲题材，杜绝摆拍、“一拍了之”等现象，

让报道真正接地气；三是深思一步，哪些场景不

符合实际、哪些内容不宜播出等都要有一个思考

过程，避免照搬理论、不切实际的解读，在讲政

治、讲导向的同时讲方法、讲辩证、讲时度效。

2.采访要主动抓“鲜活”。记者要善于提问、

善于引导，更要做好沟通，对于“背书式”受访

者应及时提醒、循循善诱，引导对方用生活化的

鲜活语言，真心、真诚、真实地表达自己对党的

二十大精神的理解与感悟。同时要接地气、聚人

气，打通宣传脉络，将政策话语、文件话语、政

治话语等转化为群众容易接受、可知可感、贴近

实际、通俗易懂的语言，让群众听得进去、想得

明白。

3.报道要轻“装”上阵。一是要避免简单加

工，主流媒体应充分掌握互联网传播“短、平、

快”的特点，制播符合新媒体平台的优质产品。

二是要避免过度策划包装，摒弃“形式大于内

容”的策划思路，要真言不要假“演”，让新闻

回归本真，轻“装”上阵。三是给传播渠道散一

散瘀，打通各平台，利用 5G、VR、AR 等新技

术手段，打造“沉浸式”新闻现场，进一步强化

宣传效果。

三、对症下药，虚功实做改文风

新闻宣传，形式要有，形式主义要不得。形

式为内容服务，内容因形式而出彩，但重要的是

有效的形式，群众欢迎的形式，而不是为形式而

形式的形式主义。

当然，滋生在新闻宣传的形式主义也是由来

已久，成因也是错综复杂。在治理新闻宣传形式

主义这件事上，还是要探个究竟。媒体主观为

之，显然不对，要“打板子”，要“刮骨疗伤”。

但有时候新闻宣传的形式主义也是被客观生态所

污染，比如，少数地方为了在“同题作文”中别

出心裁博眼球，就挖空心思造“现场”弄“噱

头”，让记者往“坑”里跳；有一些地方“抢新

闻”的意识比媒体还要强烈，八字还没一撇的

事，非要来个“兵马未动、舆论先行”，弄得媒

体左右为难，硬着头皮也要整一条片子出来；还

有一些虽是常规套路，但“打招呼”这个传统武

器，的确也让媒体招架不住，采制的新闻“无市

也无价”……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要祛新闻宣

传形式主义之疾，还要将主观的“内因”和客观

的“外因”结合起来，一道对症下药，方能内外

兼治，久而根治。

新闻宣传形式主义一朝一夕显然不能彻底根

治。也正因为如此，才需要久久为功，重在平

时，像中药注重治未病一样，需日常调理。这

里，不妨一起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在《之江新语》

里的两篇文章。

《虚功一定要实做》一文中说：“道理要说清

楚讲明白，但任何道理要深入人心，都不能光靠

说教，要有一个好的载体，通过积极探索和创造

更多更加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有效

载体。”这个载体就是新闻呈现的形式，而虚的

形式需要实打实的内容来支撑。

《文风体现作风》 一文中，习近平这样说：

“最要反对的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八股文，那

种‘穿靴戴帽’、空泛议论、堆砌材料、空话连

篇、套话成串、‘大而全’、‘小而全’等弊病，都

要防止和克服。”这段话击中了新闻形式主义的要

害，从文风切入，找到病灶，就得及时“手术”。

虚功实做和改进文风，都是克服宣传形式主

义的有效方法，应当用好这一消除形式主义的

“真经”。

（作者单位：王千钧 施羽 浙江省广播电视

监测评议中心；蔡美兴 平湖市传媒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