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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论道

摘要：纪录片创作以文化为内核，以纪实影

像为依托。在当下的纪录片创作环境中，创作者

应着力挖掘更具地方特色的题材内容。近年来温

州深耕地方题材，在创作上精益求精，在传播上

力求创新，为温产纪录片创作和传播的可持续发

展打开了新的视野。

关键词：温产纪录片 地方性 文化特征

当前，纪录片创作市场迎来了良好的发展态

势，各类题材、风格迥异的纪录片创作不断涌

现，但同时，相较于电视剧、电影及短视频等题

材，纪录片仍属于非热门的题材，其受众面较为

固定，且曝光度和热门度与当红的影视剧相比也

有一定差距。对于各城市台而言，纪录片的创作

更是一项较为艰难的挑战，其创作周期长，拍摄

难度较高。如何将这类看似不够热门的题材做出

门道，做出水准，非常考验纪录片创作者的功

底。近年来，温州涌现出了一支态势良好的纪录

片创作队伍，他们依托广电的平台力量，高举

“温州题材、本土创作”的文化旗帜，创作出了

诸如《拔五更》《瓯越之华》《世界矾都》《新海

霞》《六院第一线》《温大记忆——叁圆券》等一

批优质纪录片，为温产纪录片的发展探索出了一

条可持续发展之路。

一、温产纪录片的创作特性

“地域文化一般是指特定区域内源远流长、

独具特色，传承至今且仍发挥作用的文化传统，

是在人类聚落中产生和发展的，以世代累积的集

体意识为内核，以特定区域的风俗、民情、宗

教、习惯、神话、方言，包括自然生态和种族沿

革等组成一个相互关联的有机系统。”①地域文化

是地域文明的重要内涵和体现。对于温产纪录片

而言，强烈的地域性表达，是其不可或缺的内在

支撑，也是其在纪录片领域得以脱颖而出的关

键。

相较于央视和省台推出的纪录片，温产纪录

片的切口更小，关注点更为集中，但这并不意味

着纪录片的可看性会有所缺失。恰恰相反，在当

下，越是地域性的文化展现，越能引起观众的兴

趣与好奇。可以说，鲜明的地方文化特色已成为

城市台纪录片走向全国乃至全球的一张名片。在

地域性表达方面，温产纪录片已经累积了一定的

经验，形成了一定的美学风格。

二、温产纪录片的创作策略

温产纪录片的创作主题扎根于广袤的瓯越土

地。温州有着2215年的建城史，1700年的建郡

史。悠久的历史赋予了这座城市取之不尽的文化

财富。名人往事、历史掌故、自然山水、地域美

食、经济发展、社会演变等，只要创作者善于挖

掘，就能从这片土地上捕捉到真实且动人的声

音。创作对象鲜明的地域特质、创作者本身地域

化的思维惯性，两相结合使得温产纪录片可以有

效而真实地记录地域历史，弘扬地域特色，也在

一定程度上为地域文化的保存与传承做出了积极

贡献。

（一） 在宏大的时代主题中，探寻地方性的

切入点

在当下，如何聚焦时代主题，以创新性的表

达传递主流价值、揭示时代风貌，已经成为每位

纪录片创作者必须思考的问题。宏大的主题如何

浅析温产纪录片的浅析温产纪录片的
创作路径与传播策略创作路径与传播策略

郑雨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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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地？以什么样的题材支撑主题？以什么样

的角度切入其中？抱着种种思考，温州纪录

片创作团队将种种时代命题放置于温州的文

化背景中进行审视，通过地方性、个性化的

诠释，创作了一系列的优秀作品。在系列短

纪录片 《温州古村落》 中，我们看到“绿水

青山”“乡村振兴”等时代主题最自然且生动

的演绎；在系列短纪录片 《温州人文景观》

中，我们在古建筑的斑驳遗迹之上，寻找家

国变迁的记忆；在纪录片 《拔五更》 中，我

们通过一项古老的民俗活动，感知非遗文化

真实而鲜活的生命。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相关

的母题上，温州创作者有着天然的优势，因

为温州的改革开放史本身就是一部中国的改

革开放史，温州人在改革开放的大浪中是最

为醒目的一批先行者。在纪录片 《世界温州

人》 中，创作者以大历史的视角，全球化的

高度，阐述了世界温州人这一特殊群体跌宕

起伏的人生命运。宏大主题与微观叙述相结

合，让观众有了切身之感。创作者精心提炼，

聚焦典型场域、典型人物，通过一栋满载历

史回忆的老建筑、一处远离世俗尘烟的风景、

一段励志而艰辛的创业故事，以小见大，结

合时间节奏和空间跨度，呈现更为丰富的层

次，在大视角的站位下，又不失小清新、小

情怀，既彰显大国风范，又突出地方特色。

（二） 在平视的叙事角度中，营造克制的

人文关怀

平视是对被记录对象真实客观的阐释。

在艺术创作过程中，创作者为了实现自己的

艺术理想，可能会对拍摄对象进行拔高，从

而使其屏幕形象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群众。

也有个别创作者为了收视率的考量，而采取

猎奇甚至扭曲的角度叙述客观对象，使其失

真与失实。在温产纪录片中，创作者常常隐

形于摄像机背后，让被摄对象以一种与观众

平等对话的方式出现在纪录片中。在30集系

列微纪录片 《瓯越之华》 中，创作团队摒弃

常见的解说形式，让被摄对象尽可能多地发

出自己的声音。在片中，个人的口述和体验

被影像放大：九十余岁的作家渠川回溯着抗

美援朝的烽烟炮火、山西票号的历史风云，

最后将自己的经历都化作铅华洗尽的一行行

文字；音乐家邹跃飞兴奋地讲述着自己与音

乐难解难分的一生缘分，他音乐创作，始终

没有离开脚下的这片土地；瓯剧艺术家方汝

将，在不断的自我要求中，打磨出一个个立

体而饱满的角色，也让瓯剧迎来了新的发展。

而到了纪录片《新海霞》，创作团队又更加大

胆地前行了一步，他们只留下了凝视的眼睛，

没有解说，没有采访。一群 90 末 00 后的女

生，来到了海霞的军营，做出了与众不同的

青春选择。她们在海岛训练、生活，飒爽、

强悍的风采，隐含着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

摄像机捕捉到了这群女兵最真实也最鲜活的

生命，所有的呈现都是克制的，观众听不到

赞誉的解说，却真真切切地感受了海霞精神

的当代诠释。

（三） 在真实的影像底色中，融入诗意的

美学态度

真实的影像对保存群体记忆、存续文化

和文明起到较好作用。创作团队在寻求真实

的基础上，并没有放弃对艺术之美的追求。

30集系列微纪录片 《瓯越之华》 中，摄像风

格在写实中掺杂了适度的诗性写意，变化的

镜头引领观众欣赏着文学之美、书画之美、

戏曲之美、舞乐之美，艺术家们所倾心追求

的艺术之境，通过升华后的影像展现在观众

眼前；在纪录片 《世界矾都》 中，厚重大气

的影像与深邃凝结的解说相互交织，呈现出

非凡的表现力与感染力，一种立体式、充满

中国气派的美学形态得以淋漓至尽地展示；

在美食系列纪录片 《吃在福鼎——百姓家》

中，一碗碗美食映照出热烈的生活、丰富的

文化、细腻的情感。该系列超越了单纯记录

的影像，成为“平凡美学”的最好诠释；在

纪录片 《六院第一线》 中，镜头聚焦抗疫第

一战线的医护人员，一个个具体的人在特殊

的历史时刻，迸发着人性的光辉，充满崇高

美、悲壮美的精神群像得以树立。此外，还

有纪录片 《考古巨擘夏鼐》 的历史之美、系

列微纪录片 《温州古村落》 的传统之美、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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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片 《拔五更》 的民俗之美、系列微纪录片

《国医马大正》的医学之美，创作者始终注重从

摄影、音乐、解说等入手，借鉴更先进的创作

手法，促进美学风格的演变和整体水平的提升。

三、温产纪录片的传播策略

经过多年的探索和积累，温产纪录片已经

成为温州影视文化创作领域的一张名片。而在

讲好温州故事的基础上，如何传播好温州故事，

成为创作者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传播的本

质就是通过设定传播内容形成受众对地域认知

的广度和深度，进而在地域内和地域外的受众

思想中构建一种形象。”②当今社会，互联网跨

越地域和时间的限制，将大批量的观众紧密联

系在一起，不断更新的技术、媒介、平台，也

为纪录片传播率和关注度的提升提供了更大的

空间。在传播内容、传播方式和传播机制方面，

都需要采取相应的策略，才能使纪录片的传播

效应最大化。

（一）网生化的传播内容

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使得方寸大的手机屏

幕代替了传统的电视屏幕。这也对纪录片的传

播提出了更为细致严谨的要求——在有限的时

间内抓住观众。在研究了当下网生态观众的心

理特性后，温产纪录片创作团队紧扣“精炼化”

“个性化”“多样化”等关键词，定制了两类适

合网络传播的内容。第一类是微短纪录片，如

《青灯先生》《国医马大正》《瓯越之华》等。这

类纪录片统一的特征是“小而美”“短而精”，

3-5 分钟的时长，集中讲述一个人或一件事。

在画面上，强调内容的精致度；镜头方面强调

丰富感与视觉美；音乐方面强调和谐度和氛围

感的营造；叙事节奏上，针对受众群体，选择

更为简洁明快、叙事效率更高的节奏，以迎合

网络中年轻人的审美。第二类是在长纪录片的

基础上，私人订制网络传播的短视频版本，如

随3集长纪录片 《世界矾都》 所推出的 《矾都

故事》《矾客情》，随长纪录片《考古巨擘夏鼐》

推出的先导短片《追梦的人》，随《瓯越之华》

完结推出的“收官短片”等等。这类短视频更

注重截取个性化的内容进行展示，并通过浓缩

的画面影像，表达纪录片的价值与主旨。“因地

制宜”“因时制宜”“因事制宜”，已经成为创作

团队构建网生化传播内容的不二法宝。

（二）多元化的传播平台

纪录片的传播以往集中在专业的纪录片频

道和电视台，新媒体崛起之后，在用户积累和

传播力、互动性上彰显出了优势。温产纪录片

在传播上也在尝试更为多元化的渠道和平台。

一是电视大屏。电视作为主流的传播平台，

一直是温产纪录片的首播集结地。温州电视台

各频道涵盖了温州本土主要的电视观众，在地

域化传播中占有较大优势。此外，省级电视台

作为辐射全省的电视媒介，能有效帮助温产纪

录片在全省打开知名度。影响力较大的浙江广

播电视集团属下频道，便是温产纪录片努力争

取的播出平台之一。

二是综合视频网站。随着网络普及速度的

加快，爱奇艺、优酷、腾讯、哔哩哔哩、咪咕

视频等都推出了自己的纪录片频道。这类视频

网站的纪录片流量也是十分可观。非遗民俗纪

录片《拔五更》、系列纪录片《瓯越之华》等，

都在优酷、爱奇艺、哔哩哔哩等网站取得了一

定热度。

三是新媒体平台。在纪录片的传播推广中，

新媒体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台网联动、

多屏传播已逐渐成为纪录片传播的新常态。尤

其是近段时间以来，温产纪录片登录浙江广播

电视集团牵头打造的重大文化传播平台——Z

视介客户端，在纪录片版块发出了独有的魅力

光芒。同时温州本土的新媒体平台“温度”也

推出了纪录片版块——温度纪，为纪录片爱好

者提供了一扇窗口。党的二十大召开之际，短

纪录片《匠人匠心中国梦》通过线上线下铺开

全方位、立体化、多平台的宣传推广，赢得了

良好的口碑，同时也得到了央视频、浙江新闻、

新蓝网等互联网新媒体平台的推广传播。以抖

音、快手等为代表的新兴短视频平台，可以为

受众带来日常化的沉浸式体验，也成为了温产

纪录片一个重要的输出口。利用高科技的算法

工具，相关的纪录片内容可以更精确地被推送

至相应的受众群体。

融媒体的矩阵化传播使得温产纪录片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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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监督

摘要：信访工作是了解社情民意和为政得

失的重要窗口，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

分。舆论监督作为主流媒体的一项重要工作，

发挥着反映群众呼声，提升政府效能的作用。

这两项工作尽管在执行主体、操作流程、工作

模式等方面存在不同，其所指向的目标却具有

一致性。通过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进行联动，

舆论监督就能与信访工作进行互动，各展所长，

助力提升彼此的工作成效。

关键词：舆论监督 信访工作 双向赋能

建设性

主流媒体的舆论监督与信访工作的联系，以

往最为常见的做法是媒体将群众的一些举报线索

转交给信访部门进行处理，或是信访部门联系媒

体对特定问题进行曝光。这种关系往往具有单

向、被动、偶发的特点，难以充分发挥彼此的优

势，达到“1+1＞2”的效果。

从 2020 年 9 月起，浙江卫视 《今日聚焦》

栏目与浙江省信访局建立了专项工作室机制，通

过近三年的运作，栏目组与信访部门以“工作

室”为纽带，以省“民呼我为”统一平台为基

础，打通了媒体舆论监督与政府信访工作联通互

动的渠道，不仅使得省级媒体的舆论监督能“脚

沾泥土”，靶向精准地直指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

在基层落地中出现的具体问题，同时也通过充分

调动省级媒体的力量，推动信访工作在具体执行

中落实落细。

一、信访工作助力舆论监督：增强发现问题

的主动性

随着移动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舆

论生态格局发生了剧烈变化。在这样的变革中，

主流媒体的影响力和权威性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严

重挑战，其中尤为重要的一点是“议题设置权”：

舆论监督与信访工作互动刍议舆论监督与信访工作互动刍议
——以浙江卫视《今日聚焦》实践为例

柳晓黎

更广阔的生长空间。

四、结语

如今，温产纪录片所承载的意义已经不仅限

于温州本土。据不完全统计，有70余万温州人

散落在世界各地，有超过175万温州人在国内创

业。纪录片作为一种国际化的通用语言，可以展

现丰富的地域文化，诠释厚重的国家文化，同时

也是促进各个地方、各个国家文化交流互鉴的有

效手段。温产纪录片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基础，

也有着良好的发展态势，在创作和传播上累积了

有效的实践经验。在未来，温产纪录片还可以借

助“世界温州人”的力量，实现国际范围内的跨

地域传播，对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通过创新性的内容呈现，通过国际化的影像表

达，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为讲好

新时代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做出独特的、有

价值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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