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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优实践

如何让典型报道真正实现从“感动”到“推

动”？《阿伟书记的承诺》就是写在 4年蹲点跟踪

记录后的一次突破，一改“好人好事”式的典型报

道模式，以事实记录为基础，以发展中问题为视

角，以探究解决问题为目标，立体生动地展现了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安吉黄杜村党总支书记盛阿

伟，从 2018年 4月开始牢记总书记“先富带后富”

的嘱托，带领基层党员持续 4年奔波往返在湖南

古丈县、四川青川县，以及贵州普安县、沿河县、

雷山县“三省五县”37个村，捐赠“白叶一号”茶

苗。在带领近 3000户近 7000名老百姓脱贫增收

后，当很多人认为他的任务已完成的时候，阿伟

书记没有停下脚步，而是做出了“要带动更多人

富起来，不能撂挑子！”的承诺。在 2022年中国

进入脱贫不返贫接续乡村振兴的关键节点，这个

承诺，是追踪，更是追问：如何加速从“输血”到

“造血”？奋力回答的是“时代之问”。

“承诺”来自情感，情感来自“长跑”。跟踪记

录阿伟书记与跨省支教的陈立群校长，一个是 4
年，一个是 3年。相同的是记录的主体都不仅限

于一个人，一条线，而是一个“人物集群”，一个

发展中的立体事件；不同的是，前者是爆发式，后

者是观察式。这不仅是叙事方式的转变，更是观

察角度、目标的改变，需要更及时、精准地判断重

大主题的现实落点，在平凡细节中，展现典型人

物、典型事件的时代价值，传递时代启示。为此，

我们提出了三个“绝不能”。

一、叙事方式绝不能走老路

创新表达中变的是视角，不变的是以此推动

发展的目标。要实现从感动到推动，不但要有观

察，还要有反思、有启示。我们联合县级媒体跨

省联动，一方面增强了跟踪力量，另一方面也增

强了团队观察的贴近性，便于更好地把省市县三

级的相关政策，及时转化成观察的切入点，更精

准地锁定重要节点，客观分析典型问题，带着问

题深入到三省五县中的受捐村，走村入户蹲点，

看推进、看效果。用 4 年跟踪记录的不仅是事

实，还有在发展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应对的新

方法。2022年，经过了 4年的积累，特别是在巩

固脱贫攻坚成果接续乡村振兴的关键节点，根本

性的问题越发清晰地浮出水面：与种植攻坚相

比，观念和思想的转变才是抑制“内生动力”的最

大困难。然而，困难也随之而来：4 年来，随着

“白叶一号”的故事被不断报道，已经被戴上了

“老选题”的帽子。当一篇典型报道的时代价值

峰值与观感新鲜度递减相遇时，走老路意味着上

路即被淘汰，只有新角度才能激发传播力。

我们尝试打破“定评式”“佐证式”的典型报

道固有模式，以行进式的“调查态”与“本色”表

达，开启叙事新角度。首先，用同期声展现人物

的个性特征。《阿伟书记的承诺》开篇第一句就展

现了人物耿直的性格特征：“这个地方是 400亩。

这几年下来，效益很不明显，和我们当时的设想

（存在）很大的距离，所以我们要一趟一趟地

跑。”在看到贵州雷山县受捐地中海拔最高的宜

村“长不高”的茶苗后，“参与度不高，积极性没

有。浮在合作社上面，触摸不到他自己。那么我

们捐这个苗，也很忐忑。”在回忆起第一次来雷山

县时遭遇的尴尬时，“我们第一次来，吃了一个闭

门羹。是望丰乡，下面这个什么村我已经忘了。

其实我们现在真的要听一些真心话，你不能理解

为，我们来包做媒人包生孩子。那我们怎么办，

我们现在是跑观念、跑理念的问题了。”等等，通

过“吐槽”，通过与当地基层干部掏心窝的对话，

典型报道怎么实现典型报道怎么实现
蹲点跟踪记录的突破蹲点跟踪记录的突破

杨川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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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现一个真实人物的内心。“不会说漂亮话”

是他作为一个村书记鲜明的性格特征，同时

也让大家看到了他的“时时放心不下”和自讨

苦吃。

在行进式叙事中，我们着力对典型人物

“自述”做减法，干部群众“他说”做加法。在

与盛阿伟的促膝谈心中，贵州雷山云尖茶业

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甘德全实话实说了对品

牌与技术本地化的迫切需求：“咱们的品牌是

外地的，咱们的品种是外地的，咱们的加工技

术还是外地的。最终咱们的收益点是最低

的。大家不敢讲，但是我要讲出实话。”与阿

伟书记座谈交流中，贵州雷山县望丰乡干部

们不敢迈步的顾虑；在入户走访中，阿伟书记

在猪圈边设身处地给种茶户文昌辉夫妇算了

一笔账，有效激发了他们补种扩种“白叶一

号”的积极性；送别时贵州沿河县志强村村民

杨文英竖起大拇指，脱口而出：“所以说就是

想变很多钱，干起来很有信心的。你的功劳

是最大的！”贵州省普安市茶叶发展中心主任

甘正刚的那句“贵州老百姓叫人，亲切都叫后

面两个字。就是阿伟书记。他们这种行动在

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富裕是通过双手奋斗

出来的。”如此等等，句句充满了真情与深情。

通过人物集群，立体生动地展现阿伟书记就

是靠着奔波大山深处的实干，赢得了干部群

众的信任和爱戴。同时也展现了当前乡村振

兴中三省五县干部群众对实现共同富裕的不

懈探索与奋斗。

二、主题提炼绝不能硬梆梆

为了实现重大主题的故事化呈现，《阿伟

书记的承诺》紧紧抓住兑现承诺中的温度与

转变来提炼主题。阿伟书记的承诺，本质上

是共产党人坚定不移实现共同富裕的决心。

曲折故事的背后是改变的艰难。报道着力发

挥跨越 4年的时空张力，观察发展中的转变。

从一个村，到一家人；从一片茶，到一个习惯：

通过看账本，展示了贵州雷山县南猛村从 4年
前烧掉茶苗的抵触，到几十户人家抢着要补

种茶苗搞旅游发展；贵州沿河县志强村茶青

丰收 5300多斤，增收近 40万元。

在展现转变中，始终围绕人、服务人。从

种茶叶，到种理念、种梦想。我们观察到不少

深山小寨正在渐渐热闹起来，于是重点蹲点

贵州省沿河县中寨镇志强村完小和湖南省古

丈县翁草村，通过采访村里完小吃午饭的小

学生“（记者：你们谁家还有茶叶告诉阿姨）我

种了，我家也有！（记者：爸爸妈妈现在都在家

里吗？）我爸爸妈妈在家里！在，我也在！”采

访返乡创业青年“其实在我们家乡（想着）能

做更多的事情，大家就都会回来。”

在生动质朴的回答中，孩子们、年轻人回

来的背后是“一片叶子”以产业带动所在村人

口结构的转变和村庄的振兴。人回来了，才

能增加更多乡村业态发展的可能性。

在故事的叙述中，我们还通过一场茶桌

上的对话，着力展现一个更深远的改变：“以

前在苗族这边，来客人了我们就拿两杯酒。

这个酒一喝，大家都很误事。通过这几年种

茶以后，老百姓也慢慢地改变，现在招待客人

不是酒而是茶了。”类似这种“闲适文化”的改

变才是从根本激发村民内生动力的重要表

现。

在这些改变中，这篇典型报道的主题传

播价值导向得以自然地提炼：只有用心、用情

兑现承诺，老百姓才能口服心服。

三、传播绝不能只好看不好用

典型报道不止是为了感动，还必须寻找

到典型问题的解题方法，得到典型的启示。

这篇报道通过南猛村的转变，找到抑制“内生

动力”的症结：不是他不强，而是我们没有给

他一个很好的展现机会。激发“内生动力”的

根本方法是基层党组织要先动起来，党员要

先动起来。村民履行义务，兑现权利，分享收

益相统一。贵州省雷山县南猛村通过增强基

层党组织和干部的能力，尝试按照“合作社兜

底，村民分包收益”的“党建+”模式，把全村的

193户村民进行网格化管理，每家每户建档列

清增收明细，党员带头干，通过“返包倒租”，

有效激发村民的参与热情。第一批带头承包

茶园的老党员李继江，一定要邀请盛阿伟到

家里坐坐。去年，他的儿子儿媳也回乡创业。

在谈话间，他拿出手机让阿伟书记看今年大

雪天补苗时大家参与度的转变，“为了走上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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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道路，顶着寒冷的天气干活。（记者：您觉得

能成吗？）成！”；贵州省雷山县志强村作为第一

个加入“党建联建”的受捐地，不仅茶叶的长势

最好，老乡们的干劲也起来了。2022年茶青

丰收 5300多斤，增收近 40万元，正在积极对接

市场打自己的品牌。

这些从不理解到理解，从不积极到积极转

变的案例，生动阐释了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振兴

中的战斗堡垒作用，这也正是盛阿伟牢记总书

记嘱托，4 年来带领一支不断扩大的党员队

伍，从“种茶叶”到“种思想”的有益实践。在结

尾处再次回应承诺，“当时我们的承诺是：不种

活、不放手，不脱贫、不放手。四年多下来以

后，大家都脱贫了。但是，他们只是万里长征

刚刚走了第一步，刚刚看到希望，老百姓的热

情刚刚被点燃。接下去还有更多的人会参与

到这项工作当中来。他们一定会把饭碗也捧

在自己手里，实现共同富裕。”

一片叶子要带富一方百姓，是千千万万像

阿伟书记一样的基层干部久久为功造福群众

的决心，也是共产党人先富带后富的务实追

求。报道播出后得到央视频 、学习强国、B站

等头部视频平台的大量转发，更引发了全国各

地网友参与乡村振兴讨论，为阿伟书记的务实

点赞，为乡村振兴加油，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强

劲基层动力点赞。更令我们振奋的是，报道加

速了浙江安吉县持续扩大捐赠规模，进一步强

化乡村振兴党建联建；湖南、贵州多地党校，将

此报道作为乡村振兴培训的视频教材，有效推

动了“白叶一号”在三省五县 37个受捐村“返

租倒包”模式的推广，为探索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作出了有效、实用

的探索，在重大国家战略推进中，我们贡献了

一点微薄之力。

回顾 4年的报道历程，我们对“承诺”有了

更深入、更贴近的理解与感悟。这不仅是阿伟

书记的承诺，是共产党人对广大人民群众共同

富裕的承诺，也同样是新闻人的承诺，是我们

对新闻事件，对来自省市县的蹲点团队，对几

年中参与、见证中国乡村巨变人们的承诺。我

们也谨以这段观察，向奋斗者们致敬，向伟大

的新时代致敬。

（作者单位：浙江广电集团融媒体新闻中心）

《对话金晓明：17年“中国历代绘画大系”

把天方夜谭变为中国现实》有幸获得 2022年

度中国新闻奖新闻访谈类三等奖。本届中国

新闻奖新闻访谈类节目共选出 12 件获奖作

品，其中一等奖 2 件，二等奖 4 件，三等奖 6
件。分析这些作品，我们不难发现，《对话金

晓明：17年“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把天方夜谭

变为中国现实》是其中唯一的文化艺术类访

谈节目。相比其他的访谈节目，文化艺术类

访谈节目对普通百姓而言往往面临着一道道

门槛：对艺术作品的基本认知度、美学鉴赏力

的一定高度、对专业词汇的理解程度等等，如

果受众看不懂这类访谈，自然就不会产生兴

趣，传播效果也欠佳。那么这类访谈节目究

竟该如何打破阳春白雪的门槛，将专业视角

转化为百姓视角，将“曲高和寡”转为“雅俗共

从从““曲高和寡曲高和寡””到到““雅俗共赏雅俗共赏””
——文化艺术类访谈节目转型初探

杨文馨 赵 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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