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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新说事》民生新闻研讨专辑

摘要：民生新闻经历十几年的辉煌，如今

逐渐走入平凡，乃至陷入困境。如何拥抱变化，

创新活力，本文以开办 18 周年的 《小新说事》

栏目为样本试做阐析。

关键词：民生新闻 小新说事 生命力

嘉兴市广播电视集团 《小新说事》 栏目开

办18年来，收视率长期稳居嘉兴地区自办民生

新闻栏目第一。2019 年、2020 年连续两年成

为尼尔森认定的“全国七大收视长虹节目”。一

个办了18年的民生新闻栏目为什么至今仍能保

持比较高的收视率和影响力？民生新闻怎样拥

抱变化，焕发新的生命力？这是一个民生栏目

普遍面临的问题，也是一个大家都在思考的课

题。

一、日常新闻：加强服务功能、实现大小

屏融合报道

电视民生新闻主要关注“民生、民情、民

意”，具有贴近性、服务性等特点。服务性主要

体现为给观众提供想知道的新闻和实用的信息。

强化服务性，能让民生新闻更有信息量、更有

价值。民生新闻要想更好地为观众服务，就要

设法提高新闻的触达率，随着新媒体的兴起，

电视只有实现大小屏融合传播，才能让新闻传

播得更广。

（一）“新闻＋服务”，让节目价值更大化

《小新说事》栏目早期的题材多关注个体和

街头新闻，内容相对劲爆，可看性强，也有关

注度，但弊端就是“营养”不够，缺少价值输

出。后来栏目关注视角逐渐从小民生转向大民

生，不仅报道与民生相关的事件和政策，还会

从受众视角分析解读，为受众提供服务与价值

输出。

2022 年 4 月 15 日，笔者与同事报道嘉兴市

公积金管理中心印发《嘉兴市灵活就业人员缴存

和使用住房公积金管理办法》一事。我们在报道

中，对其中涉及的“灵活就业人员”这一新提法

作了详细的解读：灵活就业人员指的是哪些人？

他们怎么来缴存？缴存后的公积金可以用来做什

么？到哪里去办理？带哪些材料？咨询电话是多

电视民生新闻栏目
如何保持鲜活生命力如何保持鲜活生命力

王益新

接触不同的人事物，才能更好地迎接新的工作

与挑战。足够的沉淀不仅能锤炼内在力，而且

最终会转换为外在的行动力。

其次，要有谦卑的学习之心，并且不断练

习。融媒体时代，对于电视民生新闻记者来说，

既是红海，又是蓝海。我们面对白热化竞争的

同时，也有更为广阔的舞台等待开发。终身学

习不是说说而已。我们不仅学知识，还要学习

别人好的想法与创意，坦诚合作，创造优秀的

融媒产品。而对于像出镜水平、语言文字功底

的提升，唯有不断地尝试与练习才能获得。一

次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重头再来的勇

气。熟能生巧，唯有靠练。

再次，要找到自己的兴趣点并持续发力。

相较于其他类型的新闻，电视民生新闻入行门

槛相对较低，但它能让一个年轻记者在短时间

内接触到更为广阔的社会面和更加丰富多样的

题材。因此，电视民生新闻记者要有一颗善于

发现的心，发现自己对哪个领域或者哪种技能

更感兴趣，找到它并持续发力，让“一专多能”

成为现实。

笔者相信，无论媒介融合进化到几点零版

本，这个社会、这个时代永远需要优质的内容，

需要饱含新闻理想并不断精进技艺的媒体人，正

如那句话“心中有梦、眼里有光、脚下有路”。

（作者单位：嘉兴市广播电视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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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新说事》民生新闻研讨专辑

少等等。看了这个报道，老百姓想知道的问题基

本上都给出了答案。民生新闻就应该要给观众提

供权威而具体的实用信息。

2020 年 2 月，受疫情影响，嘉兴一些本地

农产品出现了滞销，栏目记者深入农业基地采

访，发了多篇报道，帮助养殖大户、菜农、菇农

和草莓种植户扩大销售，并联系嘉兴市供销社协

助滞销农户和企业对接，促进了产销“小循环”

的形成。这些报道尤其突出了媒体的服务功能，

也体现了在疫情之下媒体的责任与担当。

多年来，《小新说事》栏目不断强化用户思

维，增强服务意识。确定一个选题，首先要考

虑观众感不感兴趣，有没有新闻性；对他们有

没有用，是否具备实用性。如果观众不感兴趣，

又不具备实用价值，就宁可舍弃。采访过程中

也是秉持这种思维，把新闻做扎实的同时体现

服务性。不论是政策解读、普法明理，还是解

疑释惑、帮扶解困，总要给观众提供有价值、

有收获的信息。让观众看了报道后，能有所得。

（二）“大屏＋小屏”，让受众更方便获取实

用信息

电视是线性传播，服务类的信息不可能说

得太过详尽，一是篇幅有限，二是说多了大家

也不一定记得住。这时就需要用其他手段加以

补充。2016 年 5 月，栏目推出“嘉兴小新”微

信公众号，到目前已经发展成为嘉兴地区最有

影响力的新闻资讯类公众号之一。“嘉兴小新”

的推出，也给栏目大屏与小屏的融合发展提供

了契机。一些日常服务类的新闻，电视上简要

报道，详细的内容交给公众号推送。公众号推

文篇幅可以不受限，受众阅读方便，还能收藏

起来反复查看。

比如，疫情严峻时或现如今的常态化管理

期间，核酸采样都是刚需，附近哪里有采样点，

什么时候开放，联系电话是多少等信息，是广大

受众想要掌握的。因此，完整的核酸采样点分布

就成了重要的公共信息。2022年4月1日，栏目

在微信公众号推送了嘉兴市最新的核酸采样点，

后期一有变动，就会及时更新。6月1日起，嘉

兴要开展72小时常态化核酸检测。我们在5月30

日傍晚，通过微信公众号推送了全市上千个核酸

采样点。所有采样点的位置分布、采样时间、绿

码采集等等信息一目了然。同时，我们也在公众

号后台设置了自动回复，把常用信息链接作为自

动回复内容，提高覆盖面与触达率。

大屏与小屏各有长短，大小屏互动，各施

所长，就能最大限度地为受众提供更好的服务。

二、深度与系列报道：加强策划创新，适

应技术更新

民生新闻要常做常新。古语云“茍日新，

日日新，又日新。”虽然原意讲的是修身之道，

但同样适用于新闻创新。民生新闻要想在内容、

形式等方面创新，突破窠臼，加强策划是创新

的重要方法，用好新的技术和设备，是创新的

重要手段。

（一）有策划有创新，才能不拘一格出好作品

面对一个选题，如果按部就班，不动脑筋

去做，出来的肯定是一个普通作品。如果精心

准备，下功夫去做，那出来的一般不会是泛泛

之作。实际上，没有常规的题材，只有缺少创

意和创新的报道。

1.策划与创新的基础是善于观察、勤于思考

2008 年年初，栏目记者偶然看到一位市民

骑着老式自行车，有些好奇，过去一看，是大

雁牌。年轻人可能不了解，大雁牌自行车是嘉

兴本地生产，曾经名噪一时。在上世纪 80 年

代，嘉兴出现过一批有全国知名度的名特优产

品，其中轻工业产品最有名的是“四大名旦”：

益友冰箱、海鸥电扇、皇冠灯具和大雁自行车。

自然而然地，记者就想到这些嘉兴老名牌的最

后命运会是怎样，他们的兴衰沉浮又会给现代

企业怎样的启示？于是我们策划了一组系列报

道 《嘉兴名牌今安在？》，通过走访了解一个个

名优产品的历史与现状，探寻背后的盛衰之理。

该系列报道引起了老嘉兴人的共鸣，也给企业

经营者提供经验与教训。

2. 策划要紧扣时代主题，抓住重要节点，

把握社会关注点

2020 年浙江省将“实施古井水源保护工

程”纳入省政府“十方面民生实事”。古井的命

运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古井不仅滋养了附近居

民，也是特殊的文化符号。于是，2021 年 2

月，《小新说事》栏目推出了《我们的古井》系

列报道，一共 7 篇，包括嘉善唐代的幽澜泉、

平湖的雪花井、海宁斜桥的双眼井、海盐的凤

凰泉井等，通过一口口古井勾起了人们浓浓的

乡愁，同时也是对政府中心工作的一个生动的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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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新说事》民生新闻研讨专辑

3.策划要以人为本，多关注小人物

栏目一直关心关注普通百姓的生存状态，

关注小人物的命运，所以在我们的策划中，人

永远是第一位的。

2008 年 8 月，栏目推出 《小本生意》，关

注的是卖开水的开水房小老板、菜场里杀鸡杀

鸭加工店的店主、公园里摆气球摊的小摊主、

路边摆摊卖臭豆腐的老阿姨等等。2012 年 7 月

推出的《高温下的坚守》，聚焦的是电焊工、水

文监测员、运煤船户、防疫员等。2014 年 1

月，推出 《寒夜出工》 系列，记录了在大学门

口夜市摆摊的小摊小贩、拖车施救人员、殡葬

工人、乌镇景区更夫等人物。每年的“五一”

劳动节，我们也会推出相应的策划报道。2019

年策划的是 《五一不放假》 系列，2020年推出

《劳动最幸福》 系列，2021 年则是 《我是劳动

者》 系列。报道的人物从事各行各业，但每年

都会根据当年所倡导和关注的内容，在选取时

有所侧重。

节目做了一年又一年，积累的资料也越来

越丰富。从2014年春节开始，我们又策划推出

了特别报道《十年》，回访十年前采访过的人和

事，讲述人物的变化、时代的变迁。这个策划，

我们坚持了8年。

（二） 运用新技术装备，让画面更有张力和

表现力

从某种意义上讲，鲜活的新闻是由独特的

视角与鲜活的画面构成的。随着摄像技术和一

些新拍摄手段的出现，栏目摄像也是与时俱进，

熟练掌握和运用合适的新器材以提高画面的表

现力。

2017 年开始，栏目开始用无人机航拍，之

后，航拍逐渐常态化，成为日常新闻的标配。

无人机的使用大大丰富了新闻节目的画面，也

给受众带来了更佳的视觉体验。

不同的题材和场景，只有用匹配的器材和

拍摄手段，才能呈现最佳的视角和效果。嘉兴

人端午有吃“五黄”的习俗，其中“一黄”就

是大黄鱼。2020 年 6 月，端午节前，《小新说

事》 栏目记者带上新设备专程赶到舟山拍摄东

海野生大黄鱼保种基地的情况。运用新设备新

技术，将大黄鱼从苗种繁殖到放养在海上的网

箱里，再从广阔的大海到水下，大黄鱼鱼群在

网箱里游动的画面都一一展现给受众，这个报

道的可看性自然就更强了。

不过，用新设备也不能陷入炫技的误区，

以为画面越炫越好，越刺激越好，技术最终还

是要为内容服务的。

三、舆论监督报道：坚持正确导向，加强

正向引导

正确的舆论导向就像是“指南针”，不会让

报道“偏航”。现代社会各种矛盾交织，利益诉

求多元，有些事情往往不能简单地用好坏对错

加以论断。民生新闻涉及的内容纷繁复杂，如

果只是纯粹地记录，原汁原味地传播，是很容

易出问题的。民生新闻报道的虽然是琐事小事，

但都有一个舆论导向的问题。

（一） 舆论监督把握好角度与尺度，才能坚

持正确的导向

发挥好舆论监督作用是媒体的职责所在。

18 年来，《小新说事》 栏目一直坚持开展舆论

监督，每年都有拿得出手、影响力强的监督报

道。比如，展销会上，摊主用美国火鸡脖子当

做牛尾巴卖给顾客；高速公路上有人通风报信，

帮助超限货车司机躲避路政执法检查，以此牟

利；市区代驾市场乱象等等。记者的暗访直接

或间接推进了相关问题的治理和整改，体现了

媒体的责任与担当。

舆论监督由于杀伤力大，记者做这类报道

所承受的压力也比较大。多年来，我们接到过

各种各样的投诉，报不报？怎么报？这些都是

必须要考虑的问题。有些题材虽然劲爆，但并

不适合大肆宣传，那么就做成内参。对于一些

有损群众利益的具体问题，就应该理直气壮地

予以曝光。当然，做监督报道，不是为了曝光

而曝光，更不是为了批评而批评，而是要通过

报道推动问题的改进和解决，所以，坚持正确

的导向非常重要。

舆论监督是激浊扬清、针砭时弊，是惩前

毖后、治病救人，并不是为了一棒子把人打死，

而是把脓挤掉，促进康复，根本出发点是更好

地为民众服务。

（二） 舆论监督加强正向引导，才能发挥积

极作用

舆论监督还要加强正向引导，才能发挥积极

作用。

“舆论监督和正面宣传是统一的。”①辩证看

待舆论监督和正面宣传的关系，有助于更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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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舆论监督。多年来，栏目开展舆论监督，

通常都是从具体问题出发，经过正向引导，达

到或者通向良好的结果。舆论监督要想更好地

发挥作用，围绕中心工作开展监督是一个办法，

既能借势也能借力，发挥事半功倍的效果。

比如 2014 年，栏目配合“五水共治”，推

出“报脏水，奖好水”新闻行动。市民发现身

边有脏河、臭河向栏目举报，记者跟踪报道，

曝光“漏网”之河，推动治水进展。当年，市

民积极反映，栏目播发了大量的报道，营造了

不错的治水氛围。相似的报道我们做了很多。

2020 年以来，栏目又相继推出 《聚焦污染源》

《一线聚焦》等版块。问题曝光后，部门和地方

响应很快，整改也迅速。

今年栏目还和嘉兴市政务热线 12345 开展

合作，利用各自的优势开办舆论监督专栏——

《12345 现场办公室》，快速响应群众诉求，对

容易推诿扯皮的问题进行督办，督促相关部门

提高服务意识，提高办事效率，转变工作作风。

栏目和政务热线还联手深入基层，在村和社区

设立 12345 现场办公室，倾听群众心声，收集

社情民意，协助解决群众合理诉求，同时宣传

基层好的经验和做法。这也是民生新闻栏目参

与基层社会治理的一种全新探索。

一档电视民生新闻栏目办了 18 年依然充满

一定的活力，靠的是坚持做新闻的初心，靠的

是认真做好每一个策划、拍好每一个镜头、做

好每一篇报道、剪好每一条片子的韧劲，靠的

是不断适应时代和技术的变化而变化的创新精

神。眼下，面临电视观众流失等问题，栏目更

需要沉着应对，二次创业，才能不断破题，抵

达新的高度。

参考文献：

①李斌、霍小光《习近平：坚持正确方向创

新方法手段 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新华

社，2016 年 02 月 19 日，http://www. xinhuanet.

com/politics/2016-02/19/c_1118102868_2.htm。

（作者单位：嘉兴市广播电视集团）

摘要：电视新闻相较于平面媒体的新闻，

往往更依赖于团队的配合。一般而言，电视民

生新闻至少需要一名记者和一名摄像才能完成

一条新闻稿件的采制。因此，摄像与记者的配

合尤为重要，这种配合不仅体现在前期的采访

拍摄中，也体现在后期的剪辑制作中。本文从

日常新闻的前期采访与后期制作两方面，对摄

像与记者的配合进行梳理，并提出可供参考的

思考与建议。

关键词：新闻采制 摄像 记者 团队配合

一、前期采访拍摄过程中摄像与记者的分
工与配合

在日常的民生新闻采访中，新闻类别的不

同，摄像与记者的分工与配合也有所区别，笔

者试图从最常见的突发新闻报道和舆论监督报

道两个类别进行梳理与阐释。

（一）突发新闻报道：有分有合

突发新闻是电视民生新闻采制中经常会遇

到的一种新闻体裁。由于它的不可预料性和人

为不可控性，突发新闻，尤其是重大突发新闻

事件，往往会在短时间内吸引大量观众。但也

正因为它的“突发”，对摄像与记者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需要双方在较短时间内完成高度合作。

2018 年 7 月 5 日傍晚，泰国普吉岛发生游

船倾覆事故。因“凤凰号”游船上有37 位嘉兴

海宁游客，7 月 6 日上午 11 点，作为摄像的我

和记者沈赟在接到集团领导指令一个小时不到

的时间内，从单位出发，前往泰国普吉报道

“7.5游船倾覆事件”。这是嘉兴台成立以来，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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