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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研究

摘要：浙江作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

示范区，山区 26县如何发展是浙江的重点、难

点和突破点。作为山区 26县的媒体人，如何审

时度势准确、高效、有质量地报道好山区地方

促进共同富裕发展的鲜活故事必须深挖特色，

苦练内功，促进融合发展。本文以景宁畲族自

治县融媒体中心的宣传报道为例，探讨山区 26
县如何做好共同富裕时代主题报道。

关键词：山区26县 共同富裕 主题报道

一、因地制宜，深挖特色亮点巧做文章

作为浙江重要的组成部分，山区 26县陆域

面积约为浙江省的 45%，人口接近全省的 24%。

从浙江全省来看，26县主要集中在浙西南山区，

GDP不到全省的 10%，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低于全

省平均水平，面积却占了全省的三分之一，实现

共同富裕，一个县都不能少。

特殊的山区地形地貌，虽有局限，但亦有突

破发展的潜力。因此，26县不是负担，而是新的

增长机会。景宁作为全国唯一的畲族自治县，是

山区 26县之一的深山小县，也是备受关爱的幸

福畲乡。浓郁的风情畲族，醉美的生态环境，都

蕴藏着许多报道亮点。比如深山里的美食，豆腐

娘、乌米饭、英川田螺、田鲤鱼干、千峡鱼头等

等，都成了美食报道的素材源泉。央视 10套《味

道》栏目作为一档美食文化探索类的全媒体节

目，围绕中国和世界各地的美食，以及美食背后

的风俗文化展开。2022年 2月，《味道》栏目组走

进景宁，寻味畲乡美食，探秘畲乡味道。味道调

查员到畲寨东弄，和畲族姑娘体验磨豆腐酿；到

千米海拔 4A级景区大漈乡，在宋风古韵中采编

黄精凤鸡的烹饪；到马仙非遗鸬鹚乡，感受千年

历史的传统田鲤鱼干的制作过程等，将文化与美

食结合，向观众展示大山里的饕餮美食和有趣的

民风民俗。节目分别于 2022年清明节和五一期

间相继推出《春天的味道·景宁篇》《原味乡间·

景宁篇》（上下集）3期节目，总时长达 150分钟，

节目播出当日全网阅读、点赞、转发量均达 10
万+。

由此可见，景宁虽然一直处于浙江欠发展

地区，但当地的绿水青山、民族文化、独特的地形

地貌等却是景宁打通高质量发展“任督二脉”的

重要“法宝”。景宁通过主流媒体的特别报道、综

艺节目、新闻专题、短视频等形式，围绕山区 26
县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故事，进行多媒

体、多角度、多形态地报道，给受众讲述了一个个

精彩的畲乡故事，努力打造景宁山区县高质量发

展共同富裕特色样板。

二、提炼“内功”，在“借力”中做好山区

共富报道

虎珀拾芥，方能大放异彩。任何事物，只有

在不断地积累中打造好坚实的基础，并在与时俱

进中守正创新，才能在对的时间精准发力，做到

事半功倍。

这几年，虽然景宁生态资源的潜力被不断地

挖掘和发展，但即便拥有好的资源，许多亮点特

色依旧是“养在深闺人未识”，民族风情展示的平

台依然太少，景宁共富故事的挖掘深度不够。景

宁县融媒体中心作为地方基层媒体，即使已经融

合发展，有了大中小屏传播渠道，但因专业技能

山区县级融媒体山区县级融媒体
如何做好共同富裕时代主题报道如何做好共同富裕时代主题报道

——以景宁畲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为例

严芳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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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短缺，内容生产力不足、软硬件条件跟不上

发展所需等因素限制，只能小打小闹，对宣传景

宁的影响力仍旧不够，只有通过各大主流媒体的

影响力，借力发力才能提升影响力。2022年，央

视等各级主流媒体走进景宁，充分挖掘地方特色

亮点，在共同富裕时代主题报道中深挖地域特

色，专业、权威和准确地报道景宁是如何努力寻

找突破，借势发力，弯道超车。

例如，2022 年 5 月 3 日，央视 1 套特别节目

《走进老区看新貌（浙西南篇）》对景宁革命老区

的发展进行长达 12分钟的报道。内容包含澄照

乡三石村美丽蜕变见发展，畲乡新城华丽嬗变之

美，景文高速打通“山海”致富路，悬崖上的“天

空之城”等景宁元素，大大提升了畲乡知名度。

2022年 5月，浙江卫视王牌节目《奔跑吧》走进景

宁，立足畲族特色，单独设计节目内容，将畲族歌

舞、服饰、语言等民族元素融入节目主线，穿插展

现景宁重要景点，生动展现畲乡的发展变化，拍

摄播出的两期节目（6月 10日，6月 17日）收视率

高居同时段全国第一，节目直接带动景宁县旅游

和农副产品销售，并向全国观众宣传展示了当地

浓郁的畲族文化。节目播出一个月后，实现旅游

收入 431.6 万元，农产品及相关产业新增销售

2000多万元，提升畲乡景宁知名度的同时，也带

动了当地百姓实实在在的增收。

笔者认为，共富主题报道要聚焦小切口，找

亮点，以一个个生动的基层故事、一个个真实的

变化，讲述山区小县积极突破发展，弯道超车的

鲜活典型。采编创作要充分发挥“四力”，做出

“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新闻报道，才能

引发广泛共鸣。

三、开设专题专栏，聚焦发力形成立体的宣

传效果

（一） 巧设专栏，持续发力，做有标识性的

主题报道

做好基层主题报道，要有计划地开设专题专

栏，才能让宣传报道有深度、有看点、有亮点，并

形成一定的社会影响效应。如果分散式、随机性

地报道，不仅达不到宣传效果，还会适得其反。

2022年，景宁畲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围绕共富

主题，因地制宜，分类施策，针对一乡一品、一乡

一特色、一乡一发展，开设系列电视新闻专题报

道《咱们家乡共富路》，介绍山区百姓是如何通过

劳动致富，破题解困、创造发展，自信从容地进入

共富“圈”。如英川镇通过当地特色红心李产业

的转型升级，看“两进两回”和新农村百姓自信从

容的笑容；渤海镇通过巧做一弯碧水文章，实现

水经济的辐射效益等等，全年制作完成《咱们家

乡共富路》6期。节目播出后，还在“中国畲乡”

客户端进行全网推广，得到了广大观众网友的一

致好评，纷纷点赞留言，感慨家乡近些年的变化

之大。2023年，围绕“千万工程”实施 20周年，精

心编排，开设系列主题报道《20年，畲村蝶变》，

讲述景宁有代表性的行政村在 20年间的变化，

以小见大，看山区农村如何在党的阳光雨露中，

一步步走向新农村，实现乡村振兴的乡间故事。

（二） 解读共同富裕的更深要义，推动精神

共富

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

本要求。景宁作为华东地区唯一的民族自治地

方，当地畲民从广东凤凰山迁徙至今已有 1300
多年。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景宁畲民流传下了

许多传统农耕文化、民间习俗等独特的民族文

化。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宣传好，让

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是媒体人的社会担

当。为了传承好、发扬好景宁本土文化。景宁县

融媒体中心从 2021年就开始策划挖掘景宁当地

民间文化，并于 2022年推出系列文化类专题主

题报道《走进民间手艺人》。当年 3月 15日制作

完成第一期“省级非遗项目香菇砍花法技艺”。

节目播出后，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积极反馈，节目

还在“学习强国”APP等多个网络平台播出。当

年 6月 7日播出的“育苗工匠蓝奕贵：坚守 67年，

传承纯种稻田鲤鱼育苗技艺”，被浙江省广播电

视局录用为 2022年度第一批通用性电视对农节

目，其中部分节目被“学习强国”录用刊播。2023
年《走进民间手艺人》主题报道还在持续更新中。

近 3年来，景宁畲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围绕

党的政策方针，当下主流舆论，主动作为，每年巧

设专题专栏，打造主题报道宣传的有声有色，策

划创作系列主题报道《畲乡追梦人 2019》《建党

百年畲乡行 2020》《走进畲乡的小康生活 2020》
《咱们家乡共富路 2022》《科技赋能 畲乡共富

2022》《20年，畲村蝶变》等专题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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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县级融媒体改革加速、全方位

推进，其服务市场的意识与组织活动的水平也

有较大提升。从过去的传统式、单纯化地传播

新闻、策划活动和经营广告，到如今的融合式、

综合化地传播信息、承办活动和培育产业，县

级融媒体正在累积“取长补短”的实用经验和

探索“化茧成蝶”的有效途径。特别是在承办

会议会展、集市集会以及群众性活动中，媒体

人发挥优势、扭转劣势，不断拓展新路径。

关键词：县级融媒体 大型活动

线下活动，尤其是大型群众性活动的承办，

是县级融媒体联系社会、服务群众的重要方式之

一。参加人数达 1000人以上、面向社会公众举

办的大型群众性活动，具有影响大、传播快、互动

性强等特点。县级融媒体承办县域高质量发展

大会、农品集市活动、乡村文化节、文旅产品推介

以及健康运动体验赛等各种主题的大型群众性

活动，必然会面临较大困难和多方挑战，时常会

发出“我太难了”的叹息，但是承办大型群众性活

动的优势也非常明显。只有多照镜子，扬长避

短，才能闯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

一、县级融媒体承办大型活动的优势

（一） 借融媒之势，以“宣”赋能区县

（市）大型活动

从“物质共富”到“精神共富”，不断满足人民

对文化生活的需求和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当代媒

体人的重要使命之一。财政相对薄弱的区县（市）

地区，纷纷借助县级融媒传播和“造势”功能，通过

项目合作、活动承接等方式，举办各类主题的较大

规模群众性活动业已成为常态。县级融媒体在通

过“宣传之力”赋能区县（市）活动的同时，不断提

升融媒节目质量和媒体人承办群众性活动的水

平，是县级融媒体改革中的一个亮点。

县级融媒体县级融媒体
承办大型活动优势与劣势分析承办大型活动优势与劣势分析

胡 俊

四、多屏联动，实现内容话题再造

在全媒体融合的传播矩阵下，短视频无可厚

非成为“老少通吃”的传播媒介。作为传统电视

媒体，特别是电视专题节目，要想让好作品得到

更好推广，不受时间地域等限制的短视频是最有

效的传播手段。因此，“洗稿”成为传统电视专题

节目实现内容话题再创作的必经之路。这不仅

满足大众化分享的需求，也丰富了互联网媒体话

语方式。如 2022年共富主题报道之一的《科技

赋能 畲乡共富》系列专题节目，通过稿件的重新

编排，缩短时长，剪辑成适合短视频传播的流量

作品，通过“中国畲乡”APP的持续推送，实现了

大屏素材反哺小屏传播。从电视到互联网，持续

性地输出宣传，实现了内容话题再造。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作为基层媒体

人，更要牢牢植根于人民，听百姓事，说百姓话，

写老百姓最朴实的故事，在践行“四力”中，敏锐

洞悉新闻线索，及时有效地积极对接上级媒体，

有主题、有深度地报道民族地区在共富路上的生

动实践，并在全平台推广宣传中，形成山区小县

好声音的强烈“回音”矩阵。

（作者单位：景宁县融媒体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