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ELEVISION

B
R
O
A
D
C
A
S
T

T
E
L
E
V
IS
IO

N

视听纵横 2022·4

▲…
…

…

………

创新创优之我见

摘要：创优精品之所以能脱颖而出，必须做

到“点面”结合。“点”是对选题的精准把握和

精彩呈现，“面”是托举精品创优体制机制的

“四梁八柱”。近年来，安吉县广播电视台在精品

创优方面收获较丰。本文拟跳开作品创作本身，

探究媒体机构获奖背后的成因。

关键词：精品创优 探索与实践

安吉县广播电视台继获得第三十一届中国新

闻奖后，再传捷报：在2021年度浙江省广播电

视新闻奖评选中，该中心选送的新闻作品获得1

个一等奖，2个二等奖，其中电视消息《全国首

个竹林碳汇收储交易平台落地安吉》被推荐参评

第三十二届中国新闻奖。

近年来，安吉县广播电视台将新闻创优作为

新闻提质工程的主抓手，树牢精品意识、锻造优

秀团队、注重策划创新，新闻创优工作稳步提

升。2018 年以来，该中心作品累计获得浙江新

闻奖、浙江省广播电视节目奖一等奖以上奖项

15件，其中中国新闻奖1件，中国广播电视大奖

1件。广播节目《我是红红石榴籽》入选国家广

播电视总局 2021 年度优秀少儿节目精品节目，

成为浙江省内首次斩获该奖项的县级台。在对农

栏目、对农节目、纪录片、服务类、内参、文艺

类等奖项评比中，该中心历年多次获得省级一等

奖以上奖项。

梳理安吉融媒精品创优的探索与实践之路，

正如一场双向奔赴的恋爱，“众里寻他千百度”，

星光不负赶路人。

一、做好日常报道是精品创优的“敲门砖”

（一）打造主题报道矩阵

安吉县广播电视台始终坚持新闻立台理念，

做强新闻主业，围绕重大事件做深主题报道，形

成“全年性大栏目统领、阶段性报道连贯”的主

题新闻宣传模式。2020年以来，围绕建党一百

周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提出15周

年等重大主题，推出 《一样的芳香不一样的茶

香》《让我们一起精彩》《奔跑在春光里》《庆祝

建党100周年——大国重器这样建》《城里乡下

一样美 居民农民一起富》《数字浙江 快步安吉》

《谁是主角》《沸腾在一线 实绩亮战报》等主题

报道150余个、1万余篇次。主题报道在为安吉

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浓厚氛围的同时，也

为精品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优秀素材。其中

《喜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提出十五

周年 我们走在大路上》《乡村治理在安吉》《为

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样板地的“余村经验”》 等19篇“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主题新闻获得浙江省新闻

奖。在取得优异战绩的同时，也展示了安吉作为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诞生地的政治担

当和创新作为。

（二）强化内外宣传联动

紧扣中央和省市县委关于共同富裕、数字化

改革、“白叶一号”帮扶等重要部署，综合安吉

特色亮点，以深度策划引领，讲好安吉最美县域

故事，力促对外宣传和新闻创优取得双丰收。

2018年以来，连续5年组建“千里传情 一叶扶

县级融媒精品县级融媒精品创优探索与实践创优探索与实践
朱怀康

新体制机制有效推进生产力提升的过程。在这一

过程中，既要有战略层面的全面布局，也要有战

术层面的点位突破。

丽水台目前的实践，只是走出了打造市域

融媒生态圈的第一步。接下来，将继续融通全

市域各级媒体资源，持续推进采编生产、政企

资源、产业项目、民生服务、队伍建设等全领

域深度融合，有效提升融媒生态圈内部有机联

动、外部高效协同的机制创新，有效推进市域

融媒生态圈技术不断迭代，功能不断升级，影

响不断拓展，以期在科学高效、主动持续地推

进媒体深度融合进程中，谋得先机，赢得主动，

获得发展。

（作者单位：丽水市广播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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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融媒体报道组，赴四川省青川县等地报道

“白叶一号”扶贫茶苗栽种进展，对这一重大扶

贫项目进行全案策划和全程跟踪，采制的多篇报

道在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新闻联播、央广全

国新闻联播等中央和省市主流媒体刊播，电视消

息《报告总书记：第一批“扶贫苗”种下了》荣

获浙江省广播电视新闻奖一等奖。《竹林碳汇收

储交易平台落地》荣获省新闻奖一等奖，其主创

记者深入走访了大量竹农、典型企业和相关政府

部门，节目播出后立即被多平台转发，并在央

视、卫视多个上级媒体平台播出，引发“双碳”

相关话题热议。

（三）把创新作为第一生产力

树立精品意识，鼓励年轻编导大胆创新，在

创作手法和表现形式上不断探索：VR全景视频

创作，上线 AI 主持人，推出 vlog、H5、动漫、

海报等形式，采用航拍、高清、4K等摄制设备

技术，使作品呈现更加活泼新颖。2020年丹桂

奖获奖纪录片《三官》，讲述安吉三官古墓葬的

历史故事。摄制组奔赴横店影视城运用 Arri 电

影机、4K航拍器拍摄专业演员的镜头，力求还

原三国时代从安吉走出的朱氏家族历史；后期运

用 3D 建模技术还原三官村朱治墓，并利用 Fi-

nal cut pro、AE等后期编辑软件精心剪辑，完

成相关特效制作和达芬奇校色处理。

二、打牢业务底子是精品创优的“基本功”

1. 请学。一是全员化受教。启动智嬗之媒

ANG思享汇系列讲堂，邀请全国各地融媒专家、

行业学者前来为全体员工专题培训，截止目前已

举办“短视频的‘小精致’玩法”“重新定义媒

体”等系列讲堂7期。二是个性化指教。在中心

内部全面开启导师帮带制，建立实习记者跟班学

习机制。通过有针对性地开展“传帮带”活动，

指导一批年轻记者快速成长，成为岗位能手。

2.送学。一是向上送。组织一线采编人员积

极参加全国及省市举办的业务培训和新闻活动，

安排多名新闻业务骨干到中央台、浙江卫视长期

学习锻炼，鼓励整合优势、联合创作，努力实现

“1+1>2”的效果。二是向下送。在全县各乡镇

街道成立4个片区融媒基层站，派驻一线采编人

员进驻站点，深入挖掘基层鲜活新闻，切实增强

“四力”。同时广泛开展基层新闻实践行动，每年

组织若干次基层新闻蹲点活动，引导和推动采编

队伍走基层、接地气、塑精品。中国新闻奖获奖作

品《安吉有个“矛盾终点站”》责任记者历经大半

年跟踪采访，从大量案例中选取了农民工讨薪难、

农村山林归属纠纷两个既颇具代表性、又在基层经

常发生又很难处理的真实案例。作品最终的呈现

有现场、有细节、有故事、有温度，展现了矛调

中心调解人员充满基层智慧和人文关怀的矛盾化

解方式。该作品获评委点评：故事性和可听性强，

提升了地方经验的样本借鉴性和参考价值。

3.互学。开设“新闻周三夜校”“冲击波看

片会”“月度听评会”等学习载体，通过科室内

部周期性、针对性的学习培训与点评，提升员工

业务素养。完善改进视听评议系统，畅通新闻业

务交流渠道。今年1-5月，安吉台采编人员通过

视听评议系统提出意见建议2100余条，指出业

务问题类建议及差错1000余个，较好地推动了

优质新闻的生产。

三、稳定人才队伍是精品创优的“源动力”

1.感情留人。建立员工谈心谈话制，常态化

开展早餐知心会，实施职工喜报及时到家。今年

安吉台累计开展早餐谈话23场，发送喜报16份，

于细微处显关爱。举办新员工入职仪式、老员工

荣退仪式，创新开展“新闻智慧‘她’”“向着

光”等群团文化活动。

2.待遇留人。出台星级员工制、项目领衔制，

开设“名师工作站”制度，实行行政岗位和业务

岗位双通道管理，加强干部综合素质培养，实现

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创新推出相关技能岗位全

员竞聘，加快年轻干部培养。在具体操作中，通

过合理公平的绩效考核制度，留住人才、吸引人

才。目前，安吉台聘有各级星级记者16名。

3.机制留人。坚持事企分开，组建安吉新闻

集团有限公司，实行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打破行

政级别、实行职位聘任；打破身份界限、实行全

员聘用；打破平均主义、实行绩效考核；解决职

务能上能下、待遇能高能低、人员能进能出的问

题。通过强化阅评指导、重大选题领办、重点策

划领衔和品牌栏目主导等方法路径，以综合深

度、调研思考为主攻方向，推动多元化发展、复

合型提升，培养一批新闻业务精英，打造出“十

分”海报、“遇见安吉”、“源”视频工作室以及

梅地亚小黄人团队等一批知名系列和品牌团队。

（作者单位：安吉县广播电视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