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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优实践

摘要：重大会议报道，一般都以会议议程、

会议消息为主，会议时间、出席人员、会议内

容如同“铁三角”，是眼下的固定报道模式。但

进入融媒体时代的当下，如何让厚重的会议报

道“活”起来、强势出圈，作为主流媒体更需

要认真思考。

关键词：重大会议报道 重大主题

对于关键性、分量重的重大会议、重大主
题，受众的关注程度并不低，大家往往可以从这
一途径了解、掌握实时的政策、方针或是政府重
点工作的趋势方向。不过在一般情况下，一提会
议新闻报道，枯燥、刻板是很多人的第一反应。
让人愿意听、愿意看，作为主流媒体，坚持正确
舆论导向，筑牢主流媒体阵地，传承好红色基因
肯定是第一要务。但更关键的是，我们还应具备
创新思维、创新形式，敢于突破，与时俱进，让
政府的决策部署第一时间真正落地，让会议消息
迎来更具生命力的春天。

一、创新时政报道，用好领导原声，架起与
百姓间的“心之桥梁”

今年，浙江省第十五次党代会隆重召开。
2022年6月21日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开幕
式稿件中，选取了三段省委书记袁家军的原声，
内容都以贴近性、生动性为主，例如其中一段：

“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未来。广大
青年要自觉把个人的理想融入中国梦，努力成为
志存高远、奋斗自强、品德高尚、追求卓越的新
时代好青年。”谆谆教诲犹在耳旁，让受众感受
到仿佛邻家长辈般的亲切与温暖。这段领导原声
既让报道内容更丰厚，也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党的
群众路线的具体体现。

时政新闻创新的脚步对于很多主流媒体来说
从未停步。例如，浙江卫视创新推出时政短视频
专题报道《政在看·时政原声》，选取省委主要
领导出席会议和考察活动的原声，第一时间传递
省委重大决策部署的核心要义。牛年新春第一个
工作日，省委主要领导部署数字化改革工作。作
品 《时政原声丨袁家军部署全面推进数字化改

革》 全网首发，传递了省委运用数字化改革手
段，对省域治理现代化进行系统性重塑的权威声
音。省委主要领导赴上虞检查指导抗击疫情工
作，要求“振奋精神、尽锐出战、坚决打赢”；
赴嘉兴基层宣讲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和乡
亲们围坐在一起，共话乡村振兴、共同富裕；在
省委文化工作会议上，提出文化发展是衡量共同
富裕示范区建设的关键变量。采访过程中完整录
制省委主要领导原声，围绕主题选取精彩核心部
分，加以新媒体包装形式，传递权威声音的同
时，让受众如同置身于现场。

省委书记袁家军多次肯定《政在看·时政原
声》专题报道，并在浙政钉等平台点赞。该专题
报道在中国蓝新闻客户端首发推送，根据省委办
公厅的要求，同步在美丽浙江抖音号、浙江新
闻、天目新闻、央视新闻移动网、人民日报客户
端等多个平台分发。视频全网播放量超2000万。

二、善用双向思维激发内在驱动，传播与受
众实现双向交流

重大会议往往主题宏大、内容精彩，是生产
优质新闻的沃土。将这些素材转化为百姓喜闻乐
见的新闻，传播载体及形式一定得求新、求变。
这几年来，试水融媒传播一直是各大媒体推进改
革重塑的重点。内容是传统媒体的优势，也是扩
大传播影响的本源，亦如最近火出圈的“浙江宣
传”公众号，文字形式出现引发融媒传播“海啸
级”影响力。这也再次证明，优质内容深耕细
作+探索发展新路径，可实现更高的主频率价
值。而不论是我们用传统传播方式表达亦或是用
新思维武装，善用受众思维，从群众出发，就能
更好策划出耳目一新的作品。

比如每年的全国两会，浙江之声都会策划推
出融媒体版块《两会内外》，通过全省各地老百
姓提问，代表委员解答等形式，回应社会热点问
题，为老百姓和代表委员搭建起联通会场内外的

“对话之桥”。《如何举办亚运会，代表委员们有
什么更好的建议带到北京》《托育服务能否到位？
全国人大代表陈玮建议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婴幼儿
托育服务建设》等多期短视频全网推送，播放量

让重大会议报道让重大会议报道““活活””起来起来
王 娴 丁 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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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200万。
省第十五次党代会，对于浙江之声而言是媒

体融合成果的一次大检阅，更是讲好浙江故事的
实战、大战。浙江之声聚合全频道资源推出融媒
产品《写给浙江的一封情书》《吾年，五年——
我拍“浙”五年》等，策划过程从一定程度上，
遵循传播者与受众这两个群体分轨道进行独立思
考、策划，只为增强互动性。《写给浙江的一封
情书》共分10篇，选取这五年浙江发展大事中
的亲历者、关键者，以“声音讲述+短视频+互
动”形式肝胆相照只争朝夕的战疫情、数字浙江
拥抱未来的热情、奥运赛场奋勇拼搏的激情等，
点击量超200万。同时，把这些情书短视频做成
互动小程序，邀请网友、听众以互动方式，给自
己在浙江的这五年，写一封短短的情书或是给未
来浙江发展的祝福，形成可以在朋友圈、网络传
播的互动产品进行二次传播。广播里选取受众中
感人情书和留言，做成插件，在早晚高峰等节目
中滚动播出。

三、借力平台、拓宽传播渠道，扩大全国传
播影响力

日新月异的互联网时代，创新表达方式，也
要创新平台聚合优势。经过这几年持续推进融媒
转型，抛弃传统、单一表达的固相思维已经基本

形成。传播影响力持续扩大，扎身投进受众市场
的力度同样也要大。

都说人在哪，宣传阵地就要在哪。眼下，不
论青年一代或是中老年群体，手机小屏端的使用
频次更为密集。根据受众生活习惯的改变，抖
音、快手、B站甚至是小红书等一些商业化运作
平台早已抢到了日常用户的大块市场份额。再加
上这几年，央媒也在全力打造融媒平台，省级主
流媒体更应加强传播力、扩大影响力，更好发挥
党的喉舌作用。如何实现，还须懂得借力使力，
与央媒以及一些商业平台合作共赢。一方面，挖
掘自身潜力搭建全媒体平台，抢占移动端主阵
地。另一方面，与商业平台合作中加强顶层设
计，理顺体制机制。例如这次省党代会浙江之声
策划推出 《大时代，好日子——共同富裕在浙
江》《对话党代表》《聆听党代表》等融媒专栏，
所有产品除在频道官方微信、微博刊播外，还在
人民号、新华号、央视频全网同步推送，同时做
好在央广网浙江频道特别开设的 【聚焦浙江省党
代会】 专栏内做好点对点对接，记者采制的所有
有关省党代表们的一线声音、原创作品都会第一
时间被采纳，扩大主流价值影响力版图，让浙江
声音传得更开、传得更广、传得更深入。

（作者单位分别为浙江之声、浙江卫视）

摘要：对农节目是政府助农惠农的重要抓

手，是传统广电媒体服务“三农”的主要阵地。

对农节目要跳出“唱四季歌”“炒剩饭”的怪

圈，“三农”记者要加强政策学习，紧扣时代主

题增强新闻敏感性，增强节目的服务性，让对

农节目更具公信力、传播力、影响力。本文以

2021 年浙江省广播电视对农节目一等奖作品

《一粒种子背后的危与机》为例，就调查类对农

节目强化时代感展开论述。

关键词：对农节目 新闻敏感性 时代感

深度调查

新闻调查类节目在传统媒体时代曾走过盛行

期，但因采访难度大、对记者要求高、播出压力

大等原因，从事新闻调查的记者越来越少，调查

类节目也随之变少。但在融媒环境下调查类节目

仍是传统媒体的一大优势，有深度的调查报道仍

然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与优势。在乡村振兴战略

的实施过程中，深度对农调查报道对推动“三

农”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新闻专题《一粒种子背

后的危与机》从浙江最大的杂交籼稻制种基地入

手，紧扣国家粮食安全和种子安全的重大主题，

对遂昌杂交水稻制种产业深入调查，大胆触及表

调查类对农节目应强化时代感研究真问题调查类对农节目应强化时代感研究真问题
——新闻专题《一粒种子背后的危与机》剖析

尹世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