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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运报道专辑（一）

杭州第 19届亚残运会和第 4届亚残运会日

前落下帷幕。在这次“中国特色、亚洲风采、精彩

纷呈”的体育盛会中，作为东道主媒体，浙江广播

电视集团集结大屏小屏、线上线下各类矩阵平

台，历史性地派出超过 800人的前方报道团队，

前后方联动做好亚运宣传报道，形成了“出新出

彩出圈”的报道效果，全网传播数据创下了集团

史上单项活动的新高。

大型体育赛会对助推经济发展、提升城市形

象、引领社会风尚有着显著的作用。特别是随着

新冠疫情影响逐渐散去、国际交流复苏升温持

续，全社会对大型体育赛会的关注度持续回升。

2023年以来，成都大运会、杭州亚（残）运会陆续

举办，相继产生了积极的办会办赛效应，形成了

广泛深远的社会影响。这其中，来自广播电视媒

体的高质量宣传报道，也成了赛会成功的关键一

环。本文围绕浙江广电集团杭州亚（残）会有关

实践、经验启示，对广电媒体如何做好大型体育

赛会宣传报道试作浅析和探究。

一、亚（残）运会宣传报道任务特点和针对

性做法

在以往，针对各类大型活动的宣传报道，各

级广播电视媒体已经在长期的实践中，积累了一

套成熟完整、可复制可延伸的整体操作惯例，形

成了立体的产品线。具体做法包括采制主题报

道、做好直播转播、推出特殊编排、创制特别节

目、开展线下活动等等。但以亚（残）运会为代表

的大型体育赛会，与一般的会议、展览、活动有所

不同，往往面临着一些特殊的形势和问题。针对

上述情况，浙江广电集团分别采取了相应的对

策。

（一） 做强做深赛事内容场外“延伸”，形

成热点传播议题

大型体育赛会中，场内的精彩比赛是核心环

节。特别是对于广播电视媒体来说，赛事画面的

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在亚（残）运会上，赛事版权

大型体育赛会宣传报道大型体育赛会宣传报道
怎么出新出彩出圈怎么出新出彩出圈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亚（残）运会宣传报道创作实践分析

赵晖民 邓 丹

【编者按】 2023年金秋时节，杭州第 19届亚运会、第 4届亚残运会圆满落幕。“两个亚

运”一样精彩。从亚运火炬传递开始的 50天报道周期内，全省广电媒体围绕开闭幕式、赛事

赛程、运动员风采、志愿者故事、各项保障性工作等方面，合理统筹宣传资源，精心编排、创制

各类节目，形成全面、联动、立体的亚运宣传格局，传播面广、影响力大。比如，浙江广电集团

推出的亚运系列策划、特别节目、重点产品等获得多方肯定；“中国蓝新闻”全媒体矩阵在两

个亚运期间点击量达 50亿；“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在舆论引导在线传播量突破千万产品达 17
条、突破百万产品达 240条；精品创制实现大小屏全覆盖，爆款打造收获高价值流量，队伍培

养助推年轻人走上主舞台。本期《视听纵横》特地开辟两个专辑分别对浙江广电集团和我省

其他亚运会协办城市的市、县（区）媒体就亚运报道的一些成功经验与创新做法，进行总结和

研究探讨，以期为我省广电媒体打赢下一个报道战役提供经验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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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运报道专辑（一）

统一为央视所有。这也意味着，集团在报道中能

够使用的比赛画面极其有限。为此，集团各频道

把焦点对准了赛场之外。通过评论解读、热点追

踪等方式，尽可能延长赛事本身引发的传播链，

充分“延伸”形成热点传播议题。比如，亚运期

间，集团在杭州奥体新城、北高峰、武林广场、

“杭州之门”等多地设立了“四大直播室”，邀请

各界嘉宾参与访谈。其中集团融媒体中心依托

奥体新城直播室开设的《亚运零距离》栏目，通过

千方百计沟通联络，邀请了邹佳琪、谢震业、汪

顺、潘展乐等 15位亚运冠军在夺冠后第一时间

走进演播室，迅速挖掘金牌背后的冠军故事、独

家披露畅谈心路历程，让意犹未尽的观众网友

“解渴”“过瘾”。又比如，亚运田径女子 100米栏

决赛后，针对比赛中的抢跑争议事件，各频道第

一时间集中推出了各类动态推送、互动话题、规

则解读、评论评述等产品，以客观、理性、专业的

内容延伸，成功打造传播热点，回应社会关切。

（二） 突出“东道主”“广电”媒体特色，

同题竞争把准致胜之钥

大型体育赛会不仅仅是运动员、运动队的激

烈比拼，也是主办地展现自身经济社会文化发展

成果和社会风貌的舞台，各新闻媒体宣传报道工

作的竞技场。对不同媒体来说，如何立足自身优

势扬长避短是必须把握好的关键。对此，集团在

亚（残）运会报道中，充分挖掘“东道主”特点，发

挥集团特长，打造出了一批“浙江广电”品牌特色

鲜明的独家产品。一是充分发挥视听语言表达

能力。依托对本地风貌特色、地方文化资源的深

厚领悟，集结最强视音频制作团队，创新制作出

了《丹青游》《爱之城》《潮前》《杭州的路名藏着

什么》《华灯上 月故乡》《爱之光》等全网热传热

议的爆款短视频作品，成功打造贯穿本次亚（残）

运全程的“传世之作”。二是充分发挥组织统筹

协调能力。立足日常在策划举办各类社会活动

中的丰富经验和强大能力，积极履行火种采集、

火炬传递启动仪式等重大活动的导演方职责，同

时做好火炬传递全程直播转播、创意推出《良渚

之光》《诗画江南》《亚洲心跳》等节目，充分彰显

浙江文化底蕴、时代风貌。三是充分发挥新闻资

源整合能力。在赛事侧、城市侧、社会侧报道中，

把亚运主题与浙江元素充分结合起来。经济生

活频道开辟特色版块《“薪火”里的浙能量》《亚

运村里的浙商朋友圈》，从场馆、器材、服装、徽

章、文创产品等一系列产品入手，展示杭州亚运

会官方供应商、特许生产商、特许零售商中的浙

商力量、浙江能量。

（三） 在宏大场景中捕捉微小切口，为抽象

主题找准具体“载体”

大型体育赛事往往持续时间长、涉及范围

广，报道体量和规模都十分巨大。对任何一家媒

体来说，都无法做到面面俱到。只有在其中精准

寻找到具体“载体”，才能通过有效的情感共鸣，

有效传递宣传报道的主题要义。比如，聚焦本次

亚运五大办赛理念中的“智能”。10月 1日晚，集

团记者在田径比赛现场敏锐发现了标枪和铁饼

赛事中用于运送器械的机器狗、智能车后，美丽

浙江、中国蓝新闻、教科影视频道、民生休闲频道

等分别推出《惊现两只“哈基米”！田径场内第一

次使用电子狗捡铁饼，萌翻全场》《田径场内显眼

包？第一次使用电子狗捡铁饼，萌翻全场！》等一

系列报道。通过看似“呆萌”的表达风格，生动突

出了亚运中的科技元素。又比如，围绕外国友人

在杭期间的见闻，广播交通之声创意推出融媒产

品《亚运TAXI》，以一辆出租车为载体，通过这一

既是公共交通，又相对私密，受众熟悉可感的特

定空间，真实记录打车出行的外国运动员、裁判

员、媒体人等的点滴经历和真切感受，以独特的

打车出行视角，生动展现杭州风貌、浙江魅力。

（四） 用好用足人员齐聚的契机，充分拓展

“协作联动”的深度和广度

大型体育赛会既是各运动代表团的集中巡

礼，也是各界宾朋、工作人员、市民游客的相会之

期。对主流媒体来说，各国各界人士的集聚，也

为宣传报道的传播拓展、协作联动提供了更多的

可能性。集团在亚（残）运会宣传中，在深度联动

上级部门、兄弟媒体、社会平台、名人大V、网友

拍客等群体做好一体分发宣推的基础上，进一步

做深做广“协作联动”文章，有力拓展了传播效

果。比如，钱江都市频道、美丽浙江联合山东广

电、河南大象新闻、吉林广电等多位冠军家乡的

媒体，合作推出融媒策划《冠军回家路》，用直播

形式分享传递冠军喜悦，成功打造了“冠军陈佳

鹏回家”等多组网络热点话题。比如，围绕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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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运报道专辑（一）

海外记者、在华留学生齐聚浙江的契机，通过外

国友人充分传递亚运盛况。中国蓝新闻系列短

视频《老穆的朋友圈》记录伊朗记者穆罕默德和

他的各国朋友们一同在杭州体验做月饼、观大

潮、穿宋服等特色活动，以伊朗记者和朋友的视

角解读亚运、点赞杭州。又比如，经济生活频道

亚运特别策划《亚运会上认识 100个好朋友》，记

录频道记者小李出入媒体村、亚运村以及各大场

馆，和各国同行、运动员、球迷“交朋友”的一个

个故事。通过跨国籍、跨行业、平等友好、平实真

挚的记录，体现了这场国际赛事为大家带来的交

流与互动，充分传播亚运温暖和快乐的氛围。

二、经验与启示

大战大考的好成绩，不仅源于“战时”的充分

发挥，更来自长久以来的“平时”的充分积累。结

合亚（残）运会宣传报道的实践来看，这些工作尽

管形态、方向、重点、维度有所不同，但都体现出

需要重点把握的以下三个方面注意点。

（一）及早准备，做好研判

大型体育赛会的宣传既有“马拉松”，也有

“冲刺跑”。长时间充分的积累准备，为的是能够

应对突如其来的不确定性。在此次亚（残）运会

宣传报道中，有很多迅速形成的报道热点都是做

好充分准备、留足“提前量”的水到渠成。有的是

对赛程赛果的科学分析、精准预测。如浙江卫视、

中国蓝新闻经过精准分析，判断邹佳琪有较大概

率获得亚运首金，便提前踩点、采访，生动记录了

夺金瞬间家人的真情实感、成功独家首发邹佳琪

“满手老茧”的全网热点。有的是对工作细节的熟

能生巧。如教科影视频道为了高质量呈现跳水运

动员全红婵赛后采访，派记者提前数小时蹲守，成

功抢占最佳拍摄机位，短视频作品得到热传。还

有的则是“职业本能”。如广播音乐调频在观摩彩

排中敏锐捕捉到了经典歌曲《梦想天堂》的爆款潜

质，提前开始准备素材，在正式演出后第一时间

推出相关产品，引发广大网友特别是杭州市民的

情感共鸣，成功打造爆款。由此可见，内容产品

的成功离不开充分、科学、有针对性的准备。

（二）充分“堆量”，推动质变

在此次亚（残）运会宣传报道中，集团打造出

了一批“爆款”产品，输出形成了一批标志性传播

成果。但应当看到的是，这些“高峰”并不是孤立

的，而是必须建立在整体业务水平的“高原”之

上。特别是在当前的传播格局和行业态势之下，

内容产品形成“爆款”具备一定的偶然性，“无心

插柳柳成荫”的情况并不罕见。具体落到工作

中，就是要求持续投入、不断尝试。比如，民生休

闲频道发动全体员工参与内容采制，不限岗位、

不分场景、不拘一格记录亚运精彩，通过大范围

广泛“撒网”，成功捕捉跨栏器材摆放中“田径赛

场上的复制粘贴”视频，引发全网点赞热潮。由

此，通过汇聚“量变”能级、提升规模效应，才能

更大可能促成“质变”，提高爆款出产率。

（三）用好人才，保持活力

杭州亚（残）运会的赛场上，无论是经验丰富

的老将、当打之年的中生代，还是初出茅庐的新

人，都留下了许多难忘的瞬间。集团的宣传报道

同样离不开人这个关键因素，凝聚着不同年龄段

工作人员的智慧和创造。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

是，在各频道各单位，从各频道冲在赛场一线的

“青雁”记者，到一手操盘各项爆款产品的年轻策

划、编辑、导演，再到被点赞为“亚运青春之潮创

造者”的场馆播报DJ团队，一批“Z世代”年轻人

历史性走上舞台、挑起大梁。只有进一步完善选

人用人机制，以更大的历练机会、事业舞台，激活

年轻人的创新潜能、激发全年龄段的“年轻态”，

才能持续释放队伍的活力，为未来的工作提供更

加坚实的才智基础。

三、结语

杭州亚（残）运会已经落幕，本文所述的具体

案例、做法，并不能概括浙江广电集团有关宣传

报道中的全部亮点。不同地方广电媒体所面临

的基础条件、特色特长、实际情况也不尽相同。

但可以明确的是，对未来的类似大型体育赛会宣

传报道任务，有许多工作需要超前谋划，下足功

夫、打好基础。当前，杭州已明确，到 2035年将

争取再举办一次高级别的综合性赛事，以及 3-5
个世锦赛、世界杯等顶级单项赛事；全国多地也

作出类似计划，将体育赛会作为扩大内需、培育

增长动能和城市转型的一个突破口，大型体育赛

会将会更加频繁。希望本文的粗浅分析，能够为

广播电视媒体进一步做好做强大型体育赛会报

道，提供一定的参考借鉴。

（作者单位：浙江广电集团总编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