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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优实践

摘要：对农栏目是新闻媒体接触农村、了

解农村、宣传农村的重要窗口，做好这档栏目

中的节目采访工作非常重要。要通过采访真正

把发生在农村、体现新农村风貌的典型事件和

典型人物呈现出来，讲好新农村的故事。转换

思路，跳出“知名”、跳出“固定”、跳出“询

问”，放低身段，深入农村，创新采访模式，这

样才能把最有价值的新闻素材挖掘出来，给对

农栏目注入新的活力。

关键词：对农栏目 采访模式 创新

2022 年在全省广播对农节目服务工程建设

考核中，安吉台再次获得考核优秀。作为县级媒

体，长期开办一档对农栏目，相对来说，经验的

丰富积累更容易带来常规节目难以做出创新特色

的困惑。对此，在这次的节目准备过程中，团队

首先认真审视往年节目存在的问题。通过反思审

视，主要发现了以下问题。

一是选题有限。首先，每年的对农节目服务

工程建设的考核时间大多集中在 8 月底 9 月初，

时间比较固定，相应来说选题也会比较雷同，而

每年如何在这些类似的事件中找到亮点和特色，

本身就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其次，作为县级

媒体，地方小，选题总是会倾向于一些影响力大

的知名村庄或者具有安吉特色的选题。这也让选

题变得更加局限，难于出新。

二是形式有限。一直以来，我们对农栏目的

主持人和播新闻的主持人是同一批，广播节目整

体的听感也十分类似，整体基调比较正统，虽然

发音标准，但是长年同样的声音容易造成听众的

听觉审美疲劳。

三是采访对象有限。采访对象的表达能力在

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节目的可听性是不是强。对农

稿件的采访对象，村民往往最为常见，他们身上

沾着泥土的气息，接地气，但也存在表达能力不

强、容易紧张等问题。在采访中，有不少采访对

象私下闲聊时侃侃而谈，但是一坐下来面对着采

访机却紧张得不行，语言也比较做作晦涩。

四是采访深度有限。县级媒体由于区域局

限，缺乏一些重量级的嘉宾，特别是在重大政策

解读方面，缺少专家论证和答疑解惑，节目就会

稍显单薄，对一则新闻的深度挖掘会受到影响。

在2022 年的对农节目采写和制作中，团队

在反思中转换思路，针对以上问题逐一击破，确

定对农节目从小处着手，从细节改变方向，与以

往同类稿件相比，有了新的突破。

一、跳出“知名”，挖掘农村鲜活特色素材

安吉县有 187 个行政村 （含农村社区），随

着乡村振兴的推进，不少原本没什么名气的村庄

都开始“崭露头角”，他们因地制宜，走特色创

新之路，发展自己的特色产业，这个过程中就有

不少新闻亮点。只要我们去做深度的分析挖掘，

这些亮点就会成为颇具价值的新闻写作素材。因

此，在今年的对农稿件采写过程中，我们转换思

路，不再把目光聚焦于那些“知名”的村庄，而

是深入到离县城较远的小乡镇，穿梭于“不知

名”的小村庄，找它们发展过程中的特色故事。

在行走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许多以前不为我们

所知的那些关于农村的特色小故事。比如，距离

县城近1小时车程的杭垓镇新种的水果玉米生吃

都脆甜，天荒坪的小边葡萄园果树能结1140串

葡萄，天子湖镇的农业基地运用物联网技术给农

以三个以三个““跳出跳出””的创新采访的创新采访
挖掘有价值的特色新闻挖掘有价值的特色新闻

郭彧灼 邵云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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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降温等等，这些村庄虽然看起来都没那么

“有名”，但一件件小事都实实在在反映了当下

乡村振兴的新面貌。

对这样特色鲜明的素材，我们在走访中会

经常见到、听到。对其中创新性强、特色鲜明，

且有推广意义的素材，我们紧抓不放，继续跟

踪挖掘，并把他们写出来予以推广。如孝丰镇

白杨村靠近安徽，不管是离孝丰镇还是安吉县

城都不近，以往即便是安吉人，10个人中可能

有 9 个都不知道白杨村。但是交通的不便利，

也让白杨村的自然环境和生态优势十分明显。

这里房屋错落有致，毛竹山、茶园、稻田自成

一景。村里还大力发展旅游业，民宿越来越多，

生意也蒸蒸日上。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小村庄

也催生了“民宿管家”这一新业态。记者选择

了一位普通的农家大姐为典型，多次走访，将

她从一位普通的家庭农妇华丽转身为民宿管家

的故事一一记录了下来。

事实证明，我们这样的思路转换对一个县

级电台的对农节目拓宽优秀新闻素材的来源是

十分必要的，也是十分有意义的。

二、跳出“固定”，为节目注入新鲜活力

一直以来，我们的对农节目都采用同样的

片花、同样的主持人，虽然内容每年都在更新，

但是听感相似。所以这一次我们团队从片花、

主持人、节目形式等都进行了改造，让节目有

了全新的听感。第一，制作全新的片花。选用

轻快的音乐，如采用“新农村有新天地”“一打

打钞票揣在怀里”的片花，就能给听众带来新

农村面貌欣欣向荣的明快感觉。第二，用主持

人口播定好节目的基调。我们改用年轻有活力

的90后主持人播报节目，既使节目的节奏感更

强，也更适合当今时代的快节奏，从形式到内

容满足听众的口味。第三，《农村新天地》中城

乡采风、新农村观察、“三农”咨询这些小栏目

都让记者到现场讲述，音质虽然不像录音间那

么干净，但多了一点田间地头的蝉鸣蛙叫，多

了些乡土气息，声音就更显灵动，故事也更加

生动。这样增强了节目的现场感和乡土亲近感。

第四，在节目开始时就抛出话题，引导听众参

与关注节目的内容。这样听众可以主动地全程

参与到节目中来，实现主播与听众的互动，使

节目直播感更强，内容更为流畅自然。

三、跳出“询问”，在聊家常中完成采访

长期的新闻工作让我们深刻地认识到，采

访需要采访者摆正位置，放低身段，以与被访

者平等的姿态深入群众，打破你问我答的“询

问”式采访模式。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在采

访中获得真实有效的新闻素材。因此，我们改

变原来的做法，跳出“询问”，采用与被采访者

“聊家常”的方式进行采访。这样的采访方式缩

短了我们与被采访者的距离，打破了被采访者

紧张、局促的心理紧张场面，取得了较好的采

访效果。

在《城乡采风》栏目的人物采访中，我们

选择“民宿管家”金菊芳是如何从一位农村大

姐变身为职业民宿管家的，期待能从她身上展

现出村民与时俱进的想法与精神风貌。

长期生活在农村的金大姐并不善于表达。

记者第一次去的时候并不了解金大姐的性格，

最初的采访我们和采访其他人物稿一样，找一

个安静的环境坐下来慢慢地与她聊，记者发现

金大姐平时言谈中性格开朗，但一坐下来面对

采访机时，她明显变得局促，面对记者抛出的

一个个问题时，她的回答显得十分生硬。第一

次采回来的录音除了她的基本情况，几乎没有

什么是可以用的。于是记者决定转变采访方

式，多次去金菊芳所在的民宿，以平等的姿态

进行“亲民”式采访。有时在那里一呆就是一

整天，在大姐工作或者空闲的时候和她聊聊家

常。一来二去记者和她成为了朋友，用大量的

自由式对话代替采访，这让她打开了话匣子，

她在跟我们的交流中很自然地把自己所做、所

看到和所想的都表达了出来，采访收到了预期

的效果。

为了能更加真实和深入地了解金菊芳这个

人物，在写作稿件时，记者以仔细观察金菊芳

每天的工作状态为基础，尽可能地通过日常生

活状态去呈现人物的形象。广播呈现没有画面，

就需要靠记者把在采访时所细致观察到的人物

相关言行描述出来，“声音软软糯糯”“衣服要

挑棉麻的，夏天吸汗还清爽，头发要打理得一

丝不苟，淡淡描个眉，涂点唇彩”等，这些都

和印象中普通的农村大姐形象截然不同。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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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重大主题宣传报道是党媒实现舆论

引导的重要手段，也是媒体宣传的重头戏。如

何把围绕重点工作、中心工作的重大主题说好，

如何把“高大上”的主题与县城本地实际紧密

结合，如何把重大主题报道做得既有口碑也有

流量，长兴县融媒体中心一直在实践中摸索，

努力让重大主题报道在县域媒体出新出彩。

关键词：重大主题报道 县域媒体 新媒

体平台

在媒体深度融合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做好重

大主题的宣传报道，是新时代县域融媒体履行主

体责任和强化舆论导向的内在要求，也是融媒视

野下提升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的重

要路径。就如何做好重大主题报道，长兴县融媒

体中心一直在摸索前行。近年来，长兴县融媒体

中心推出的《红旗美如画》《你好，长三角》《山

海情》 大型融媒体新闻行动，分别于 2019 年、

2020 年、2022 年，3 次荣获浙江省新闻重大主

样的描述更能体现一位农村大姐在成为民宿管家

后的生动变化。

在这个过程中，记者发现，其实一个平凡的

小人物生活中很多时候并没有那么多戏剧性的冲

突，但是当人物放松地去讲自己的故事，有一个

很好的采访状态的时候，开朗的笑声、清晰的言

语，就能使声音带来很强的情感表达。这些都会

让人物形象更丰满、生动、有趣，增加故事的可

听性。

四、跳出“权威”，把政策掰开揉碎了说

2021 年年底，全国首个县级竹林碳汇交易

平台在安吉成立，通过培育竹林新增的碳汇有了

变现通道。2022年3月，安吉县全面启动竹林碳

汇改革，要求所有村都组建合作社对毛竹林进行

流转，杭垓镇和村村作为全县竹林流转工作的试

点。《新农村观察》版块记者聚焦这一选题，在

杭垓镇和村村进行了长达两个月的蹲点跟踪，详

细记录了和村作为试点村庄是如何因地制宜，吃

透政策化解矛盾，用基层智慧推动改革步伐的。

竹林碳汇启动改革、毛竹林流转这些具有开创性

的工作，在实施过程中如何确保村民利益，政府

和村民之间是否会有矛盾冲突，村民和村民之间

是否会有利益冲突，这些都无从得知。在长期的

蹲点过程中，记者发现只要涉及到村民的利益，

就会产生冲突，从毛竹林的面积测算到流转金的

制定，矛盾层层推进，而解决矛盾的过程也正是

解读政策的过程，更是推进政策的过程。有了意

见的冲突，就有了丰富的声音素材，故事可听性

也会更强。因此，我们把这些问题梳理出来，按

问题分类，有针对性地一个个地去采访，形成一

个个具体的原声故事。通过这些原声故事去解读

具体的政策，让村民在故事中学习政策、理解政

策，进而落实政策。

在做一些重大政策性稿件时，作为县级媒

体，我们虽然缺少重量级专家的答疑解惑，但可

以用一个个具体、接地气的故事，去展现政策推

进过程中的问题和如何解决问题的过程，可能稿

件的高度和深度不够，但用了更加平实的语言去

呈现，把政策细分化，在故事中一件件地展现，

会更加细致、更加直观，进而能让政策更好地走

入千家万户。

（作者单位：安吉县融媒体中心）

县域媒体重大主题报道出新出彩探讨县域媒体重大主题报道出新出彩探讨
——长兴县融媒体中心三获省级重大主题报道一等奖现象剖析

郑 琦 许 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