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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创优之我见

摘要：农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举足

轻重，现如今农业农村面貌日新月异，农民生

活千姿百态，农事作业推陈出新，打造“适农

化”的对农宣传是契合新时代“三农”需求和

发展的本质要求。对农栏目创新需要因势利导，

以融合传播为抓手，强化新媒体矩阵的作用，

实现精准、高效、贴近的对农传播。

关键词：短视频 对农栏目 新媒体思维

移动客户端的兴起让信息的获取更加便捷，

信息内容也更加丰富。尤其是近几年火热的短

视频，由于时长短、趣味性强、画面生动，受

到广大受众的追捧。面对传播渠道、传播形式

的变化，以及移动客户端的兴起，作为基层县

级媒体的德清县广播电视台的媒体人自加压力，

积极做好守正创新，运用新的叙事方式、新的

制作技术、新的传播渠道、新的传播载体，将

原有的《新农村互联网》进行全新的包装改版，

推出新改版的《新农村智联网》。改版栏目一经

推出便受到受众的欢迎，在移动客户端的点击

率也明显增长。《新农村智联网》栏目真正做到

了观众在哪里，我们的宣传就在哪里，在 2022

年浙江省广播电视对农节目服务工程建设考核

中，获得优秀对农栏目奖。

全新推出的 《新农村智联网》 在对农宣传

工作中，始终坚持“走转改”，不断锤炼“四

力”，让脚下的泥土更接地气；在团队培养上，

注重梯队建设；在服务“三农”工作中，强化

服务意识。通过新媒体的思维、跨界的理念、

大融合的思想，把对农栏目做得更生活、更鲜

活、表达更丰富。

一、对农宣传中做到守正创新

（一） 守正——媒体之根

面对移动客户端的冲击和受众的流失，作

为传统媒体无需打着创新的旗号、放弃所长随

波逐流，而应静下心来理性思考，坚守长处，

查找短板，寻求解决方案。只有这样，栏目才

有生命力，宣传才能更吸引受众。

1.坚守初心 办好栏目

德清台对农栏目已走过 20 个年头。2003

年栏目开播时，也是互联网兴起的时候，栏目

名称取为《新农村互联网》。这档具有鲜明时代

烙印的对农栏目，成了德清台的名栏目，在推

动当地“三农”工作进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德清，无论是乡镇村干部，还是种养大户、

普通农民，听说对农栏目的记者来采访都会很

配合。因为栏目所关注的都是“三农”工作的

标杆或是农业的最新技术，能上这个栏目，对

他们的工作也是一种肯定。然而，随着移动端

的兴起，曾经的辉煌一去不复返。栏目影响力

也随之下降，走进了“谁拍谁看、拍谁谁看”

的怪圈。

为适应新的变化，我们在栏目设置中，以

版块设置为先导，增加互动性、短视频等广大

农民朋友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2022 年是 《浙

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

（2021—2025年）》推行的第二年，“三农”工

作至关重要。德清台经过前期的多轮论证及近

半年的各项准备，于 2022 年 7 月推出了全新改

版的 《新农村智联网》。栏目的定位重点关注

试论“三农”短视频+对农栏目
的传播价值的传播价值

——基于《新农村智联网》栏目的实践探索

张 伟 林晓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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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领域的新发展、新变化、新技术、

新业态。新栏目专门开设了 《融媒农讯通》

《乡村大调查》《智慧农业吧》《三农创咖秀》

《乡村热话题》《美丽乡村行》《留言吧》 等7

个专栏，多层次、多角度关注德清“三农”

工作。

2.坚持内容为王 做强深度报道

相较于新媒体，传统媒体最大的优势就

是内容的生产。新改版的栏目特别加大了深

度调查报道的份量，如 《乡村大调查》 和

《乡村热话题》 两个版块都是有关“三农”

工作的深度调查报道。同时要求记者多出

镜，多运用现场音效，以彰显电视调查报道

的现场优势。为了做强这两个版块，德清台

专门安排有新闻采访 10 年以上经验的 3 名文

字记者和 4 名摄像担任专栏主力。针对每个

选题报道，明确每篇调查报道最低是要站在

全县的层面进行思考报道，更鼓励站在全

省、全国的层面做报道，以此增加报道的深

度。

比如，《乡村大调查》播出的一期有关农

业设施质量存疑的报道，就是站在全省的角

度进行调查采访。因为德清是全国县域数字

农业农村发展水平评价先进县，连续多年排

名第一，报道不仅采访涉事企业、种养大

户、还采访了当地农业和市场监管局等相关

部门，同时也采访了国内生产设备的业内人

士及国内研究这一领域的权威专家。这期节

目在移动端的点播率达到了 10 万+。这期报

道也引起省政府相关部门的重视，把它列为

2022年重点调研课题。

（二） 创新——用互联网思维进行传播

这次改版除了坚守内容为王的理念，德

清台还主动用新媒体思维加大了短视频在栏

目中的运用。这也成为改版后的一大特色亮

点。

1.主推短视频

短视频因其短小、有趣、接地气深受移

动端受众的欢迎。新设置的7个专栏中，《融

媒农讯通》《智慧农业吧》《三农创咖秀》

《美丽乡村行》 4 个专栏采用短视频的方式进

行叙事和表达。这 4 个专栏的短视频各有侧

重，如 《融媒农讯通》 是资讯类的短视频，

主要通过可视化、拟人化的手段，使“三

农”资讯变得形象、具象，便于资讯的传

播；《智慧农业吧》 是体验式的短视频，通

过主持人、记者现场的体验，介绍智慧农业

中的新设备、新技术、新方法，增加短视频

的趣味性；《三农创咖秀》 是人物短视频，

主要展示“三农”领域的新农人，让人物报

道变得生动、有趣；《美丽乡村行》 是风光

类短视频，主要展示新农村、新业态及新农

村四季风光，画面以航拍为主，从空中感受

欣欣向荣的新农村。各个栏目的短视频在移

动客户端点击率平均都在一万+左右。涉农

短视频成为移动端的爆款，如今移动客户端

也成为展示“三农“工作的重要窗口。

2.增强互动性

为提高节目与农户的黏性，提升栏目宣

传的精准度，增加栏目与受众的互动性，德

清台充分利用“我德清”APP 上的留言平

台，在新改版的栏目中专门设置 《留言吧》

这一互动专栏，重点帮助和解决农民生产生

活中遇到的难题。每期专栏都会对前一天的

留言进行梳理，选取有共性的涉农留言，找

相关部门、专家和相关专业人士帮忙支招，

并在节目中一一进行回复和解答。随着 《留

言吧》 的推出，如今农户们在生产生活中遇

到的问题也会第一时间选择在“我德清”

APP 留言平台进行留言，平均每天涉农留言

有6条左右。

3.注重节目包装

对农栏目给人的第一印象往往是一个

“土”字，指的是十多年下来几乎僵化的节

目形式和一成不变的背景。为此，德清台特

别注重栏目的包装，投资 600 多万建设沉浸

式演播室作为 《新农村智联网》 栏目主持人

出境的主演播室。与以往演播室不同的是，

沉浸式演播室主持人出镜不仅有背景，还有

三维动画前景，节目播报变得更生动、更真

切，大大提升了传播效果。

二、强化对农团队人员的梯队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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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栏目不仅需要经验丰富的老记者，

更需要懂得互联网语言的年轻人。为了确保

对农栏目质量，德清台从政策上给予对农栏

目倾斜性支持，全力保障采访团队的正常运

行。

（一） 重视吸收新鲜血液

一个好的节目团队一定是老中青相衔接

的团队。特别是面对移动客户端的冲击，面

对新的语境、新的叙事方式，传统媒体只能

主动去适应。县级媒体要特别注重新鲜血液

吸收。

1.积极吸纳新鲜血液

多年来，德清台特别重视新鲜力量的招

纳。从2018年起，每年都会招收5-6名应届

毕业生充实到新闻采访一线。这些新人通过

2-3 年新闻采访锻炼，再选拔出 1-2 名较为

优秀的记者充实到对农栏目组。正是通过这

样的运作模式，这几年陆续有 6 位新人充实

到德清台对农栏目的创作中。年轻记者的到

来不仅让节目组 （全组12人） 的平均年龄降

到 32 岁，也让对农宣传报道有了生机和活

力，更为节目的全新改版提供了保证。

2.借助现有资源为我所用

生产一期高质量节目只靠一个团队或者

部门往往难以完成，要学会借助传统媒体现

有的平台资源为我所用。为了做到对农栏目

期期精彩，德清台通过跨部门协作的形式，

让多部门参与节目的生产。比如把节目生产

中需要的可视化和三维动漫等委托给后期包

装部门完成；对农栏目需要短视频，就委托

视频组完成。为了鼓励这一协作机制，德清

台还专门拿出 180 万资金设置了融合奖。通

过节目协作机制，不仅保证了节目质量，也

省去了人力成本。正是凭借这个机制，改版

后的对农栏目实现了质的飞跃。

三、强化政府服务意识

多年的对农宣传实践告诉我们，仅靠媒

体单打独斗是非常困难的，特别是在采访环

境变化的当下，一定要学会借助政府的力量

推动对农宣传，实现媒体与政府的双赢。

（一） 形成常态化沟通机制

对农宣传最难的是掌握第一手信息。县

级媒体要充分利用涉农部门的外宣考核机

制，主动与农业农村局、水利局、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气象局等涉农单位建立常态化宣

传信息沟通机制。目前，德清台与这 4 家单

位都建立了信息沟通机制，每个单位明确一

位新闻信息联络人。联络人每月初负责提供

各个单位的新闻信息给对农栏目组；每个季

度，德清台对农栏目组的编导与各部门面对

面沟通，以掌握更全面的信息。这些第一手

信息为德清台的对农宣传提供了信息保证。

（二） 建立信息核实机制

为了完成外宣任务，各部门提供的信息

“含水量”往往比较高。要想去伪存真，提

高节目的生产效率，对农栏目组需要对拿到

的第一手信息首先进行梳理，然后对梳理出

来的信息进行逐一核实，对重要信息更要做

到眼见为实。虽然这样做前期有点耽误时

间，但是核实过的信息，能够充分保证后期

的采访不会落空。

（三） 增强服务意识

政府部门是传统媒体最忠诚的客户，媒

体一定要增强服务意识，对农栏目也要围绕

当地涉农部门的中心工作进行宣传报道。一

方面需要唱赞歌，另一方面则是做好监督报

道。监督报道不是为了监督而监督，而是主

动帮政府部门解决问题。只有做到这些，才

能实现媒体与政府部门的双赢。

对农栏目是县级融媒体中心改革创新再

出发的重要组成部分，办好对农栏目，要努

力创新传播形式、传播内容、传播载体，增

强对农栏目的吸引力、感染力和服务性。以

时不我待的创新精神，加强与新媒体的深度

融合，使对农栏目成为广大农民朋友的“贴

心人”和不可或缺的精神文化产品，在乡村

振兴和共同富裕的大路上尽显主流媒体的担

当与作为。

（作者单位：德清县广播电视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