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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论坛

了评优而搞突击，这样的做法并不可取。没有平

时一期节目一期节目基本功的夯实，想要一蹴而

就创新创优，既不现实，也不利于对农节目采编

人才的培养。

三是加强对农意识和对象感意识。对农节

目和活动的根本在“对农”。如果创作人员的脑

子里没有对农意识，心里眼里也一定不会有广大

的农民朋友和广袤的农村，更不会沉下心去发

现、去挖掘、去钻研与“三农”相关的问题。在

这样的基础上谈服务“三农”将显得空乏和没有

诚意。诚心诚意服务“三农”需要先把对农的意

识和对象埋进心底。

四是关注新问题，老问题要有新表现。眼

下，浙江正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

路上奋力奔跑，到2025年，共同富裕示范区要

取得实质性成效。在这个进程中，我省的对农节

目和活动有很多可作为的空间，如何抓住共同富

裕、数字化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关注好的做

法，提炼典型经验，对全省都有普遍意义。

五是注重传播力和传播效果。对农节目不

是自娱自乐，自己做得嗨以为就是好，应该要让

更多的受众感兴趣，受众愿意接受、乐于接受才

能有切实的成效。

六是报送参评节目先分清类别；报送对农活

动应体现活动进程。送评的活动应该是整个系列

活动的串联压缩版，而不是某个环节的完整版。

如果送评的只是其中一长段开幕式或活动结束仪

式的直播，就无法体现整个活动的策划意图、过

程进展和整体效果，自然会影响创优等级的评定。

（作者为《视听纵横》执行主编）

2022年度浙江省广播电视对农节目奖广播对

农节目和活动评审，一共评出了17件获奖作品，

其中广播节目从送评的50件作品中评选出了14件

获奖作品，对农活动则从送评的6件作品中评选

出了3件获奖作品。这些获奖作品聚焦“三农”

的热点、焦点、难点，节目发挥特稿的体裁优势，

活动紧扣“三农”实际需求，承担了媒体中介和

桥梁的作用，注重乡村振兴进程中的实效，较好

地展现了全省各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的总体

面貌，清晰地反映了农村促进共同富裕发展的鲜

活路径，深入思考了农村经济、社会、文化、治

理等方面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节目（活动）信息

量大、采制规范，较好地呈现了媒体对我省“三

农”话题的深入思考和主动呈现。

一、广播对农节目的主要特点
（一） 广播对农节目聚焦“三农”热点、焦

点、难点，选题精准，时代性强

媒体作为观察、反映、促进、表现的重要传

播渠道和平台，对我省“三农”的发展具有不可

替代的重要作用。2022年度全省广播对农节目的

总体表现也彰显了这一点。报道中涉及共富、村

庄发展、农业产业、新农人、数字乡村、稳粮、

乡村振兴、助农等“三农”题材的热点、焦点和

难点，选题精准，具有时代特色。

其中，获得一等奖的宁波广播电视集团作品

《她有一份爱，藏在涛声里》，聚焦35年如一日坚

守农渡船、服务百姓的模范人物吴爱图。这位老

模范，获得了诸多荣誉。如何让一位已经“成名”

的助农模范具有新的时代特色？2021年度感动交

通十大年度人物、捐资成立助学纾困的“吴爱图

爱心基金”，名人热点的背后是记者深入扎实的

“贴身”采访和体验，整部作品细节丰满，音响层

次丰富，可听性强，人物感情表达自然，很具感

染力。

另一件由德清县广播电视台选送的一等奖作

品《记者调查：全域宜机化改造之路怎么走》则

较好地破解了稳粮大背景下科技强农、机械强农

行动面临的障碍，是一件深入调查“三农”焦点

探寻探寻““三农三农””真问题真问题 塑造活动影响力塑造活动影响力
——2022年度浙江省广播电视对农节目奖广播对农节目和活动评奖综述

周玉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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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作品。该系列报道从 “让农机 ‘跑’起

来”“让平台‘转’起来”“让粮农‘腾’出来”3

个方面将德清在全域宜机化改造试点项目中面临

的种种难题进行了有说服力的解读，采访组蹲点

农业局，跑乡镇街道，走访种粮大户、专业合作

社，以详实的内容、丰富的音响、扎实的采访，

为当地农业面临的重大问题寻找到了破解之道。

（二） 广播对农节目发挥特稿的体裁优势，

调查扎实、充分

广播对农节目获奖作品在表现手段方面保持

了较高的水准，主题报道、深度调查、系列报道、

蹲点报道、舆论监督等都有上佳表现，特别是针

对一些宏观、复杂的“三农”话题，获奖节目都

采用具体生动的典型案例进行了引入和展示，作

品中调查扎实、充分，较有表现力和影响力。

二等奖获奖作品、温州市广播电视台的《赵

书记和他的乡村合伙人》，关注的是派驻文成县官

垟村的第一书记赵军。这是一位比较特殊的“第

一书记”，他在任期间不遗余力地帮扶乡村建设，

而离任时并没有当“甩手掌柜”。离任之后他积极

寻觅和培养优秀的“乡村振兴合伙人”，让乡村振

兴大业薪火相传。记者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多次

前往赵军派驻的文成县官垟村进行跟踪观察，作

品呈现了记者精心挖掘的许多细节和亮点，报道

角度新，细节感人，播出效果良好。

二等奖作品、安吉县广播电视台的《景溪村

的强村富民之路》，以报福镇景溪村为采制典型，

详细讲述了这个原本的经济欠发达村是如何集智

汇力，将项目发展和全体村民利益捆绑，一步步

走向共同富裕的故事。作品鲜活生动地将一个村庄

的发展变迁故事讲述得有声有色，非常有感染力。

二等奖作品、常山县广播电视台的《徐志坚：

你的“香椿自由”就靠他了》，报道了常山县扎根

农业产业的企业家研发香椿新品种、带领村民共

同富裕的生动故事。节目以讲述故事为主线，以

轻松活泼的方式，多维度、立体式展现了人物几

十年与香椿的不解之缘。节目节奏明快、娓娓道

来，富有吸引力和感染力。

二等奖作品、台州市广播电视台的 《探访

“共富工坊”》，关注的是台州党建引领“共富工

坊”建设的典型经验，以“共富工坊”缘何走红

为切入点，深入台州各地乡村调查采访，对共富

工坊信息不互通、订单不稳定、管理不完善、安

全有隐患等难题进行了扎实清晰、富有建设性的

报道。作品不仅仅是展示品牌，而是进一步聚焦

品牌发展进程当中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并提出解

决方案，具有启发力。

二、广播对农活动的主要特点
与广播对农节目相比，广播对农活动的评选

对主题、内容、表现方式、活动特质要求更高，

更加注重活动当中对农传播的定位及活动化形态

的完备，更为注重考察活动创意是否贴近“三农”

需求。本次参评的6件作品都较好地体现出了上

述要求，获奖的3件对农活动作品在活动的形态

策划、规模及效果方面都进行了精心设计，表现

良好。

（一） 积极发挥媒体功能，紧扣“三农”实

际需求

由长兴广播电视台选送的广播对农活动《加

油，乡村合伙人》获得了广播对农活动一等奖，

评委主要褒扬的就是媒体能够积极主动发挥自身

桥梁纽带和传播主体的功能，联动全国多家市县

广播电视台，广泛探寻、深入挖掘有示范意义的

乡村合伙人，引导更多有志之士投身乡村建设的

媒体活动。该活动从3月开始策划筹备，6月正式

启动，走遍了长兴16个乡镇（街道、园区），到8

月16日举行总决赛暨颁奖，历时6个月，从缘起、

筹备、启动、寻访、展播、评选、颁奖、推广等8

个不同阶段，全力挖掘、生动展现了长兴乡村合

伙人的事迹，将一大批在乡村有文化、懂技术、

善经营、会管理的人推广出来。媒体用自己的专

业活动，挑选出了10个产业、10个经典案例、10

位优秀合伙人，将他们摆在了公众面前，让大家

能够自由选择，与先进案例、优秀合伙人共建共

富。活动紧扣“三农”实际需求，实实在在带动

乡村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二） 广播对农活动主动承担中介桥梁作

用，注重乡村振兴实效

云和县广播电视台选送的《“共同富裕‘云’

助力”智慧助农活动》获得广播对农活动二等奖。

这个活动也是聚焦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

管理的新型农民。与长兴的“合伙人”评选不同，

云和的对农活动配合当地积极打造的浙江省首个

以人称命名、唯一一个有省级著名商标和服务名

牌称号的劳务品牌——“云和师傅”，积极主动承

担中介桥梁作用。媒体启动了“云和师傅”乡村

共富精英人才培育计划，将“云和师傅”品牌内

化成培养乡村“创富师、筑建师、营运师、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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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文创师、宣讲师”等“云和师傅新六师”。整

个广播对农活动通过新六师的遴选、培育、发力，

将乡村振兴的实效逐步具象、逐步落实，同时通

过搭建智慧“云”平台，发布共富需求信息库等，

激发“云”力量，提升“云和师傅”智慧助农水

平，发挥“云和师傅”在共富征程中的带动作用。

整个活动加强了山区低收入农户创富能力，促进

了共同富裕建设与发展，形成较大影响力。

三、主要存在的问题
市县级广播电视台作为直接面向“三农”的

基层广播电视播出机构，要充分发挥对农宣传主

阵地的重要作用，为当地“三农”工作提供服务

和支持。但是从全省2022年度广播电视对农节目

服务工程建设考核和对农节目奖活动评审来看，

对农节目、活动存在创优集中在考评周，日常播

出节目与评奖节目创作存在落差的问题，随之而

来的是优秀题材的打磨与内容挖掘之间存在矛盾，

对农节目的整体发展不均衡，活动整体重视投入

不足，送评作品过少等问题，亟需引起重视。

（一）日常播出与创优评奖节目存在矛盾

这个问题的提出源于评委对所有送评节目、

活动播出时间的统计和调查。通过简单分析，我

们发现在跨年度的整个对农节目（活动）送评季，

11月、12月和3月都只有1篇送评，1月、5月、

6月、7月分别送评3篇、5篇、4篇和2篇，而考

评月8月，则有33篇送评，占全部50篇送评作品

的66%，存在为了冲刺评奖而积极采制节目的倾

向。这也说明在整个的节目送评周期之内，除考

评月之外广播对农节目（活动）的精品力作相对

比较缺乏。

播出机构想要集中力量在考评月创造出优质

节目冲刺高级别奖项的良好初衷可以理解，但是

我们同样看到送评节目过分集中在考评月所带来

的弊端，以及对全年对农节目采编力量分布均衡

带来的挑战。日常播出与创优评奖并不是一组矛

盾对立的概念，而是服务“三农”、贯穿全年、相

辅相成的整体概念。

（二）优秀节目的题材打磨与内容挖掘存在矛盾

评审中评委发现，有相当一批时效性好、新

颖鲜活的题材在采访制作的过程中，并没有得到

完美的呈现。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节目采制

相对比较仓促，优秀的题材没有经过精细的打磨

和时间的沉淀，在内容挖掘方面存在较大的短板，

因此，节目在最后的呈现过程中形成了较多的遗

憾和瑕疵，与高级别的奖项失之交臂；另一方面

则是采编人员的观念和认识水平与飞速发展的

“三农”实际状况存在较大的差距。

针对相当一批“老题材新作”，采编人员在开

掘上还存在一些问题，面对“三农”节目需要持

续更新。节目采编人员在思想和认识上也要与时

俱进，与“三农”问题的发展保持同步，不能固

步自封，对老题材要注重其新内涵，对新题材则

需要注重挖掘成效，增强节目的表现力。

四、改进和提高的建议
媒体工作者要深刻意识到“三农”工作重心

已经历史性地转向，加快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

加快新时代美丽乡村建设，加快提高农民富裕富

足水平是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和我省高质量建设共

同富裕示范区的核心。媒体需要责无旁贷进行报

道传播。思想认识的提升、人财物的投入、采编

手段的融合提升是广播电视对农节目（活动）发

展的必由之路。

（一）做好日常节目，在“高原上出高峰”

节目送评其实是对我省对农节目（活动）日

常创作投入的一个检测，考评的核心目的是对广

电播出机构日常“三农”节目总体状况的一次摸

底。这样的综合考评并不是检验媒体“三农”题

材采编制作的最高段位，更重要的其实是对媒体

日常“三农”服务工作的鼓励和促进。广电播出

机构需要做好日常节目，夯实“三农”节目采制

的基础，扎扎实实地服务好“三农”。优秀节目

（活动） 应该是基于广泛“高原”上的“高峰”，

有丰厚的底蕴。那些没有“高原”突兀而来的

“高峰”绝不是优秀对农节目评选的初衷。

（二）扎实服务“三农”，奉献优秀对农节目

对农节目创作和对农节目的考核，二者的核

心目的只有一个，是为我省“三农”服务。一些

节目在题材和内容的表现上与“三农”的关联度

不清晰，主要表现在采访不深入、内容不精准、

呈现语态存疑、服务不到位等情况。这些问题的

产生原因都指向对农节目（活动）对采编人员专

业能力和专业素养的呼唤。对农节目（活动）要

想提升整体表现力，采编人员的报道就要适应社

会的发展进步，更新自身的“内存”，发展创作理

念、表达手段和采制播报的语态，在内容和调查

观念上保持对当下火热沸腾的“三农”现实生活

的关注，扎实服务“三农”，奉献优秀对农节目。

（作者为浙江传媒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