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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传播之我见

送，仅抖音平台的播放量就高达 1700 万，近

100万网友参与互动。令人意外的是，这条视频

的收藏、转发量竟然也高达28万。这充分说明该

作品不仅满足了受众获取信息的基本需求，也满

足了受众对基础信息之外的知识、科普、有用信

息的高层次需求。

除此之外，我们更要关注的是受众更高的

“精神”需求。比如 2022 年 1 月，疫情突袭杭

州，新闻姐团队联合频道多部门骨干一起策划创

作了《浙就是爱》MV。团队广泛搜集疫情期间

一线抗疫医护人员、公安民警、社区工作者和志

愿者诸多感人故事和动人瞬间。作品紧紧围绕他

们的故事进行歌词创作，突出细节，如歌词“多

少逆行从黑夜到白”讲述隔离

小区门口站岗的大白；“这次是

我为爱而折返”讲述一名回河

南老家才一天的辅警开车 7 小

时、652公里赶回杭州参与抗疫

的故事。所有内容真实、感人，

并提炼出：“浙速度”“浙力量”

“浙希望”，汇聚在一起——

“浙就是爱”。作品推送后立刻

刷爆朋友圈登上微博热搜。那些为防止疫情扩散

放弃回家的游子、为了控制疫情服务群众的所有

坚守一线的工作者们，在看到作品的时候几乎都

破防泪崩，纷纷留言转发。推送当天正是大年初

一，在这样特殊的时期，无数一线工作者的付出

和坚守被看到、被肯定，对他们而言是一种精神

的鼓舞。这也提振了广大群众战胜疫情的信心。

与此同时，我们还聚焦文化艺术领域、杭州

亚运会等内容，积极策划了《跟姐看世界》等一

系列作品，满足受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大众传播

本身就有服务性，在报道新闻事件为受众提供基

本信息之外，积极策划此类对受众“有用”的知

识类、急救技能科普类作品，创作正向引导、鼓

舞人心、提振社会信心的满足受众“精神”需求

的作品，是我们的义务，更是我们的职责。

参考文献：
①《2022年省级广电融媒主播短视频传播观

察：加速转型》，收视中国微信公众号，2023 年 2
月 22日。

（作者单位：浙江电台城市之声）

摘要：蹲点报道作为电视新闻的重要形式

之一，在全媒体融合传播的语境下，正面临新

的挑战。制作周期较长的报道，如何激活过程

价值，实现更大的传播力，需要记者在认知、

技能、制作流程等方方面面改善提升。本文以

浙江广电集团融媒体新闻中心出品制作的融媒

系列报道 《千里招工记》 为例，解析全媒体传

播语境下蹲点报道的变与不变。

关键词：全媒体语境 蹲点报道 融合传播

蹲点报道是电视媒体深度报道的一种形式，

与一般“大叙事”走向的主题报道相比，它具有

细节丰富、故事鲜活等特点，而要达成这一优

势，往往需要长时间的跟踪记录和大量细节的挖

掘。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下的新媒体短视

频，后者需要的是“碎片化”呈现和快制快发。

因此，二者似乎在基本属性层面就有着“天然”

的矛盾，但深入思考和实践后就会发现，这种矛

盾更像一种因呈现形式而产生的“初级印象”。

以系列报道 《千里招工记》 为例，14 个小时的

采访素材，最终转化成为上下两篇共10多分钟

的蹲点报道，以及4条平均长度15秒左右的新媒

体短视频。仅从长度看，有着明显的“不平衡”，

但在对其策划和制作过程探赜索隐后会发现，这

些内容得以出现和相互转化的过程，并不是一个

机械式的选择和加工，而是一个贯穿了从策划到

全媒体传播语境下蹲点报道的全媒体传播语境下蹲点报道的融合之道融合之道
——以浙江卫视系列蹲点报道《千里招工记》为例

高炳远 朱惠子

《每个人都

应 该 掌 握 的 海

姆立克急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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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传播之我见

制作播出的“大屏”与“小屏”深度融合的过

程。这也是笔者在本文中探讨的主要内容。

一、“新闻点”还是“爆点”？用“视点”来

发现

蹲点报道需要现场，更需要新闻点和明确的

主线，否则就是一场拼凑，而新媒体短视频需要

的则是快速夺人眼球的“爆点”。然而，初到跨

省招工的现场，我们发现这两者几乎都没有。现

场虽然人多，但一切都显得太过“正常”，求职

者正常咨询，企业正常解惑，在镜头前，大部分

人也都表现得非常配合，老乡也好企业也罢，听

到的都是“好好好”，如此下来的后果，就是报

道和新媒体几乎都无法展开。事实上，这样的遭

遇在我们的蹲点中并不罕见，除了少数肉眼可见

的鲜活场景，大部分看起来都很“日常”，甚至

如“温吞水”一般。因此，无论是新闻点还是爆

点，都需要充分调动记者的主观能动性。

视点聚焦，发现矛盾。新闻要从事实出发，

而作为“新闻”的“事实”已经是一个“叙事”

的产物，但很多时候，这个基本的“规律”并不

一定能在现场转化成功，因为“观察”和“发

现”需要调动的除了经验，还有观点、认知等

等。为了找到“新闻点”和“爆点”，我们结合

之前遇到的劳务市场供需不平衡这一“老大难”，

聚焦几个招聘人数较多、技工要求较高的摊位，

采取更加沉浸式的观察，同时不给采访对象以准

备和应对的过程：问的人多，真正有意愿的有多

少？有意愿的人中，符合企业需求的又有多少？

没有意愿的人中，他们最担心的问题又是什么？

慢慢地，“雷声大雨点小”的问题越来越凸显。

我们再带着问题向之前愿意说好的企业“突击”，

一下挖掘出了更多的信息：对企业的信任感不

足、担心子女教育、担心晋升空间等等，而这些

问题本身又可以区分为不同的层次，这就给大屏

提供了思路。

视点引导，推动叙事。以

问题为导向，矛盾变得越来越

清晰，但很快我们又发现一个

新的难题：似乎没有解决办法。

因为是第一次到陕西商南县组

织跨省招聘，互不熟悉的不仅

是企业和当地百姓，也有两地

的人社部门。于是我们再次出击，带着现有的问

题将人社部门拉到了一起，让他们碰撞一下，虽

然这是一次主动引导，但碰撞过后，却是事实本

身有了自然走向：要建立信任感，最快的方法是

什么？优质技工主要分布在哪些地方，为啥这些

人还没有找到工作？在这样的引导和推动下，老

乡带老乡、排摸人才、政策上门等一项项浮现出

来，尽管并不是“新鲜”的方法，但当问题清

晰，再简单的方法也都有了现实的紧迫性和推动

力。于是，我们见到了“口若悬河”为浙江点赞

的陕西老乡，跟着招工队为了一两个优质技工夜

奔深山，所有的故事终于有了场景和落脚点。

随着故事和人物的浮现，大屏的新闻点和小

屏的爆点也终于出现。在这个过程中，“视点”

的运用成为关键。虽说新闻报道必须以事实为依

据，但这并不意味要像摄像机一样“忠实”记录

事件的始末，一旦缺乏着力点和主要矛盾，蹲点

报道将失去内在的动力。这种动力既来自事实，

也来自观察者的挖掘和叙事视角。事实上，自近

代以来，当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的命题

后，人的主体性便被提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客观性”逐渐从“出发点”变成一个构造的

“结果”，如果再往下延伸，似乎很轻易走向“人

类中心主义”或者“相对主义”，但对于强调实

践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而言，这一点恰恰应该赋

予记者更加机敏的“主观能动性”。对于原本掺

杂了多种力量和多重因素的事实而言，要想如其

本来完全呈现事物本身，在认识上本就是一种奢

望，过于追求面面俱到，反倒让事情变得愈加模

糊。因此，记者的探寻和发现，反而是更好地认

识事物的一种方式。不论是大屏的“新闻点”还

是小屏的“爆点”，都需要这样的经验和有效的

运作。

二、讲困难还是亮点赞？从受众出发

在整个《千里招工记》的产品中，4条短视

频全网播放量超过2000万，成为爆款，其中核

心内容，正是在我们调动引导后捕捉到的几个典

型场景。比如，《千里招工记2：浙江老板好 陕

西大哥在浙打工 一个厂里干了14 年》《千里招

工记3：浙江招工有多拼 社保局副局长跨越30

里山路亲自上门动员》等，在拍摄行进过程中，

选择哪些内容呈现并不是一个随意的过程。因为

《千里招工记

1： 人 勤 春 来 早

吃饭可以等招工

不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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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拍到的内容中，既有企业展示困难的，也

有老乡推荐浙江企业的，还有对接会上需求无法

响应的等真实现场。从“新闻性”上讲，似乎每

一个都应该是有吸引力的，但对于当下的新媒体

短视频而言，这种大屏上的“新闻点”并不都适

合。背后的选择正是一个考量不同媒介传播特点

以及受众心理的过程。

《千里招工记 2：
浙江老板好 陕西大

哥在浙打工 一个厂

里干了14年》

《千里招工记 3：
浙江招工有多拼 社

保局副局长跨越 30里

山路亲自上门动员》

碎片化，需要直指受众内心。大屏和小屏

分别适合分发什么内容，是有区别的。大屏要

对事件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进行深入剖析，

在流动的场景中见人见事见细节；短视频产品

多为小众化叙事、生活化表达、碎片化呈现、

粗放化制作，运用视觉冲击和情感刺激，辅以

字幕、采访原声、配乐等吸引、黏住用户。一

条成功的短视频，可能只需十几秒钟，就能激

发用户对视频内容的肯定，同时产生情感和行

为的认同，且往往就能形成爆点。比如，企业

讲述困难和陕西老乡帮忙推介企业这两个场景，

从大屏的角度而言，两者都有“新闻点”，前者

推动了事件发生，能吸引注意力，后者则充满

了趣味性。但事实上，由于新媒体碎片化的特

性，前者少了前因后果，所谓的“注意力”便

只是一个“不明所以”的场景，而且容易传达

出负面信息；而老乡围坐在一起推介浙江企业

那一幕，则直截了当，情绪鲜明，对于当下求

职遇到普遍性难题的老百姓而言，更容易戳中

他们的情绪点。分发到全网后，视频立即冲上

多个社交平台的热门榜，收获千万点击量。在

其后的新媒体产品中，我们也一律遵循了“简

单直接、情绪鲜明”的原则。

互动性，随时根据受众调整。在首个视频冲

上热门榜后，我们在平台留言中发现了很多人在

进行同类比较，并对浙江给出的待遇有了更多好

奇。于是在随后的视频中，我们有针对性地挑选

了这方面的内容，依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种

即时且强烈的互动性也正是新媒体所独有的特

点。受众快速而鲜明的反馈让制作者有了快速调

整内容的可能。事实上，这种互动其后的发展更

是超出我们的预期，在越来越多的网友从点赞和

好奇转向发问和求职之后，同行的企业也注意到

了私信信息。不少企业为此开展线上招聘会，得

以填补用工缺口。这种互动传播力甚至一直延续

到跨省招工结束返回浙江之后。

如果从新闻性的角度，这个新媒体效应激发

企业开展线上招聘答疑，是不是本身也可以转化

为大屏蹲点报道的一部分内容呢？当然，囿于篇

幅和制作时间，这一次没有实

行，但是它也再次提醒我们要

深刻把握好新媒体强互动性所

带来的各种变化。当受众需求

呈现多样化的特点，新的叙事

方式自然要适应这一社会心态

的变化，少一点沉重压抑，多

一点亲切活泼；同时把握好编

排与播发时机实现内容“破

圈”，才能拉长传播的“延展线”，扩大“辐射

网”。

三、“粗粮”还是“精加工”？重塑制作流程

从具体的操作方式来看，传统媒体业务和

新媒体业务泾渭分明，电视报道的产出是大量

鲜活场景采访拍摄累积的一个过程，所有的采

制素材都需要在全部拍摄或者单天拍摄结束后，

一一回顾梳理进行取舍，但融媒体时代，新闻

进入秒读时代，热点转瞬即逝，要打造“爆

款”，则要紧追热点，做到“快、准、狠”。因

此，大小屏融合过程中，内容可以共享，流程

和时间却需要重塑。

要内容，更要手段。俗话说，工欲善其事必

先利其器，在现场发现爆点，需要记者和摄像快

速反应，在摄像机录制的同时，充分利用手机以

及Osmo、GoPro等便携摄录设备，做到快速抓

取核心场景。为了快速处理素材，记者还需灵活

运用各种“现成的”“模块化”的剪辑软件，做

到快制快发。从某种意义来说，除了少部分精心

策划的内容，大部分新媒体短视频需要的往往并

《千里招工记

4： 浙 江 算 你 狠

跨省抢人活力全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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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精加工。内容上的简短，以及引发情绪的简

单直接，决定了短视频需要以最快捷和鲜明的形

式呈现。这次的爆款视频无一例外都是短小、直

接，没有复杂处理和剪辑。但需要指出的是，尽

管是“粗加工”，这个粗也并不意味着抓取一段

好的现场，简单贴一下音乐挂个特效就发布。比

如，陕西老乡讲述在浙江工作的好处，亮工资、

亮待遇固然直接，但如果只是这样，未免只停留

于吹捧。相比较之下，那句“他对我好，我对他

好”，反而一下子激发了情绪高点。但这句话是

剪在最开始，还是放到最后，在什么节奏下让它

“炸”出来，依然有一个心理考量。所以，即便

是要在短时间内激发受众心理情绪，依然是一个

潜藏着“规律”和“操作逻辑”的过程，而这同

样需要记者不断积累经验。

要技术，更要分工。尽管制作从技术层面并

不需要大动干戈，但放在整个蹲点报道进行的过

程中，要完成所有的制作依然是一个挑战。因为

在实践中，一次报道不可能配置大量人手，而蹲

点本身又需要消耗时间去跟踪，甚至需要团队分

工采制。采访时如何合理分配人手就变得尤为重

要。在一次融媒体新闻行动中，一个采编团队，

三四名成员，却要承担起电视报道、新媒体直播

连线、短视频等多样态年轻化的报道任务，这时

便需要最大化利用好人力资源。《千里招工记》

采制过程中，团队需要在几天内辗转多地，而且

还需要翻越深山上门入户，时间被压缩得非常紧

张。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屏的采制、小屏的拍

摄、短视频的快速加工和包装，都需要做到合理

分配，但更重要的是，无论是记者，还是摄像，

都需要让自己尽可能做到“一专多能”，因为在

实际的拍摄过程中，流程随时会被打乱，能做到

相互补缺，“一鱼多吃”，才是应对融媒体传播最

好的方式。

四、结语

全媒体时代，蹲点报道的最佳状态，就是既

能获取“正能量”，又能获得“大流量”，尽管在

制作方式上有区别，但二者依然是一个有机统一

体。追求流量，并不意味着传统的技能失效，要

想获取爆点，要想有好的现场，记者的判断力、

敏锐度都需要进一步提升。同样，追求大屏的叙

事完整性时，记者也需要能掌握新媒体的技能，

熟知受众的心理特征，在转瞬即逝的“热点风

暴”中，不断学会抓取贴近人心的精华片段。更

重要的是，经过这样的经验积淀，能够从一项操

作性技能，进一步把握和领会进入舆论场的时机

和节点，做到贴着人心作宣传、贴着舆情作引

导。这种从技能到宣传“态势”的把握，对于主

流媒体在融合传播时代提升影响力有着不可估量

的作用。

笔者在此也想提及一种“危险”。新媒体短

视频以其简短直接获得关注和流量，记者在制作

过程中也往往遵循着这一原则。然而，一个无法

回避的基本事实在于：短视频呈现的内容总是片

面的。即便内容是正能量的，但既然是片段，便

注定了它无法反映事情的全貌。比如，《千里招

工记》 系列短视频确实呈现了浙江招工队的诚

意，但在这个诚意背后，还有很多亟待解决的问

题，它也并不能替代对于浙江用工现状的一般性

判断。当然，关于碎片化语境对于舆论的影响，

学者和新闻从业者已经讨论得够多，在此想表达

的是，短视频的片面无可回避，流量时代的大势

同样无可回避。在这样的情况下，在蹲点报道这

个限定类型下讨论融合反而有了特别的意义，因

为在短视频之外，有一个配套的深度报道，它没

有规避问题，没有让事情变得“单向”而浅薄，

无形之中为短视频可能产生的误解做了重要的补

充。因此，作为主流媒体，在转型获取流量的同

时，也要始终牢记自身的职责。蹲点报道中的融

合之道，除了制作和内容上的融合，二者配套并

存这个形式本身，恰恰是对既寻求流量，又寻求

正能量展现事实最好的体现。这又何尝不是一种

“融合”呢？

视频链接：

千里招工记（上）解决老乡烦心事 一片真情

招工人 浙江新闻联播 http://wap.cztv.com/tv/35/
1904774.html?play=1

正午播报 http://wap.cztv.com/tv/44/1905565.
html?play=1

千里招工记（下）用心用情聚人才 争取每一

位心仪员工 浙江新闻联播 http://wap.cztv.com/
tv/35/1906863.html?play=1

正午播报 http://wap.cztv.com/tv/44/1907333.
html?play=1

（作者单位：浙江广电集团融媒体新闻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