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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2 月 7 日，电视剧《县委大院》在央

视一套黄金时段开播，并在浙江卫视等同步播

出。节目开播以来，好评如潮，收视率一路攀升。

一部“又红又专”的正剧是如何做到未播先火，持

续火爆的？从各方评论中，我们得以窥探到答

案：毫不避讳讲真事，正面交锋诉真情，简简单单

讲白话，明明白白讲真话。

仅隔 6 天，13 日下午，一段时长 35 分钟的

《今日评说》日常节目的原始素材开始在中国蓝

新闻和美丽浙江滚动播出。两天内，两大平台播

放量便超过 380 万。这样一段不带任何剪辑，甚

至连片头都出了两遍的素材，是如何碾压剪辑精

致的大屏报道的？从素材内容中我们不难发现

出圈的密码：以互动的方式，回应社会关切，用最

朴素易懂的语言，权威解答群众关心的疫情防控

新阶段的个人防护、居家隔离、常备药品等问题。

一个是电视剧，一个是新闻报道，两个在形

式和内容上相差甚远的节目，都因为用“民声”切

切实实地讲“民生”而火出圈。在全媒体传播体系

下，如何用“民声”讲好真“民生”问题，并推进解决

相关问题，可以成为进一步提高新闻传播力，更好

发挥主流媒体舆论监督作用的关键一环。

一、新闻要常深入群众生活，挖掘报道“民

生”真问题

新闻事业是党和人民的喉舌，担负着反映舆

情、引导舆论的一个重要任务。新闻工作不仅起

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作用，更承担

着“反映人民呼声，弘扬正气，揭露消极腐败现

象”的责任。近年来，有关民生新闻不再“民生”

的批评层出不穷。“为了吸引观众眼球，一些民生

新闻内容丧失了新闻应有的真实性、严肃性，报

道内容热衷于抓眼球，暴力、丑闻以及贫困等成

为了民生新闻报道的主体”。①作为关注人民生

计、关心市民生活的民生新闻，是否够真实、够真

情，够权威，才是其突围重生的关键。《1818 黄金

眼》深受观众喜爱 18 载，其原因在于真实地报道

真问题。

二、新闻要多跟踪报道，推动解决真“民

生”问题

新闻报道，尤其是民生新闻的报道，不能只

抢抓“第一落点”，一报了之。民生新闻的“第一

落点”报道，通常因为调查不够全面和深入，只是

成为单一事件的新闻报道，对于推动事件解决稍

显乏力。另一方面，如果仅是抢抓“第一落点”，

传统主流媒体的新闻报道很难与自媒体的“短、

平、快”竞争，不利于发挥舆论引导和监督作用。

因此，传统主流媒体的新闻要多跟踪报道，持续

性地推动解决报道的相关问题，发挥好媒体监督

职能。例如，2019年，临海古城遭遇 70年一遇的

洪水，造成古城断水、断电、断通信。8 月 12 日，

城区积水退去后，灾后重建工作困难频现，舆论

四起。浙江卫视杨川源团队深入灾后现场，聚焦

灾后重建中的难点和痛点，推出《蹲点日记 临海

古城水退之后》系列报道，增进政府和群众之间

的了解与沟通，报道家园重建，彰显了一位优秀

新闻工作者以人民为中心，唱出媒体强音的责任

与担当。

2021年 11月 28日，山东半岛全媒以《它们为

啥杵在路中间？》为题，通过深入社区、施工单

位、政府部门一线，了解具体隐患，挖掘问题根

源，对山东省胶州市潮州路电线杆“霸道”问题给

人民群众带来的安全隐患进行了详细跟踪报道，

引发强烈的社会反响。在媒体的持续挖掘和跟

踪报道下，推动各方协作，于 2022 年 6 月份解决

“霸道杆”问题，并以《“霸道”电线杆撤了，心里

敞亮了》为题进行了最终报道。蹲点一线是挖掘

真相，持续跟踪是推动问题解决，新闻报道就需

要这样的扎根基层。

善用善用““民声民声””讲真讲真““民生民生””
廖 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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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工作需要根植于现实生活，深入了解和

把握群众生活中的劳心事、闹心事、恼心事，讲真

真切切的“民生”，并推动相关问题的解决。

三、新闻要善于融入生活，用“民声”促进

传播

传播语言随着新媒体发展而不断发生变化，

进而对传播生态产生深远影响。在这样的新环

境下，新闻报道如何能够持续做到“酒香不怕巷

子深”，让权威的声音更好地传递给广大人民群

众，是提升传播力的关键。2019 年，央视《新闻

联播》的播出风格发生了较大变化，“令人喷饭”

“怨妇心态”“满嘴跑火车”等接地气的流行口语

和金句频频上线。同样，一位让手语老师直呼奔

溃的段子手主播朱广权也开始走入广大观众视

野，用风趣幽默的段子传递着权威的声音。一句

“以为情深不知所以，其实就是为了骗你”让大家

快速地了解和记住了网恋陷阱的欺骗方式和伤

害。这时，我们发现，严肃的新闻播报，权威的媒

体声音，似乎不仅止于“阳春白雪”，也可以有

“下里巴人”。这“下里巴人”的方式，说白了，就

是用群众愿意听、普通人能听懂，带有烟火气的

“民声”来讲故事、讲道理。

2022年12月19日-22日，浙江卫视电视理论

节目“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第十九季《二十大精

神面对面》5集连播，引起热烈反响，全网播出量超

800万。第 4集《让生活更有品质》走入台州市椒

江区大陈岛渔船码头，围成圈的小板凳，你一言我

一语的唠嗑式交流，答疑解惑，宣传二十大民生精

神。打通理论宣讲最后一公里，让党的二十大精

神得以广泛传播，依靠的就是真正走入群众的新

节目形式，通过零距离的面对面、接地气的语言、

有生气的互动，让群众听得懂、听得好、记得牢。

当然，我们在用“民声”讲“民生”的过程中，

也要注意言之有理、言之有情。言之有理，是要

用好“脚力”和“眼力”，深入基层，真正了解群众

在乎的焦点问题；也要练好“脑力”和“笔力”，追

根溯源，探寻有理有据的权威声音。言之有情，

则是要避免生搬硬套、自言自语，要多交流互动，

体会群众的真实情感，因时因事因地制宜地讲原

汁原味的“民声”。

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以

百姓心为心”，在新时代背景下，新闻报道要善用

老百姓的“民声”讲好和推动处理好老百姓真真

切切关心的“民生”，不断提升新闻传播力和舆论

监督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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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儿电视节目主要包含童话、竞技、诗歌、

益智、家庭、亲子、冒险等多种内容形式，担负

着教育培养少儿的重任，同时具有一定的娱乐放

松的作用。①所以，在制作丰富多样节目内容时，

需要以寓教于乐为出发点，严格把控节目质量。

尤其是融媒体平台不断涌现，为少儿节目提供了

更广阔的空间，节目形式不断优化和更新，加上

人们对少儿教育重视度的逐渐提升，信息获取渠

道更为丰富，少儿各方面素质均有所提升。

一、少儿节目的服务宗旨

少儿节目中传递的主流价值观，可以帮助少

儿树立正确的“三观”，积极引导他们成长，推

动整个社会的健康发展。所以，需要明确节目肩

负的社会责任和服务宗旨，方能做好少儿节目，

少儿节目创新策略研究少儿节目创新策略研究
叶 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