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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创优之我见

摘要：近年来，电视综艺节目竞争激烈，

越来越多的省级卫视都开始尝试将综艺节目和

公益主题相结合输出价值观。如何让同质化严

重的电视综艺节目发挥品牌综艺传播优势，主

题化搭载时代议题实现“综艺+公益”的良性发

展，达到经济效益与社会正能量的双丰收，成

为电视综艺节目革新的发展方向。本文以 《奔

跑吧·黄河篇》 为例，从文化传承、综艺扶贫

与传播增益这三条线索探讨节目实现“公益+综

艺”的创新方法，为电视综艺节目的发展提供

新思路。

关键词：综艺节目 文化传承 综艺扶贫

“公益+综艺”

众所周知，电视综艺节目以其特有的娱乐

性、减压功能以及明星效应吸引了大量受众，

当前我国的电视综艺节目竞争空前激烈，更新

换代也日趋频繁。如何在同质化严重的电视综

艺节目发挥品牌综艺传播优势，主题化搭载时

代议题实现“综艺+公益”的良性发展，达到

经济效益与社会正能量的双丰收，成为电视综

艺节目革新的发展方向。

浙江卫视 《奔跑吧·黄河篇》 是由国家

广电总局指导，以其标杆节目 《奔跑吧》 为

模式基础，自 2020 年起，沿着黄河经济带开

跑，把决战脱贫攻坚作为重点工作融入方案

设置中的一档综艺节目，截至今年已经播出

了两季。①这档节目将广电行业媒体人的使命

感、责任感融入节目制作创新升级中，着力

在创造社会价值方面展示大台风范，承载娱

乐价值、创新价值与公益价值的多维塑造。

本文以 《奔跑吧·黄河篇》 为样本,从文化传

承、综艺扶贫、传播增益三个层面展开具体

分析，进行初步总结和思考，并为电视综艺

节目“公益+综艺”的创新发展路径，提供一

些借鉴和启示。

一、文化传承与公益创新的植入巧思与表

达：聚焦脱贫攻坚，传递主流价值

2020 年，是脱贫攻坚的决胜之年；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在时代的大

背景下，一批紧扣时代主题的广播电视节目应

运而生。其中，浙江卫视 《奔跑吧·黄河篇》

依托其王牌综艺 IP 的影响力，在众多节目中脱

颖而出。在节目设置和叙事风格上，《奔跑吧·

黄河篇》 沿用 《奔跑吧》 做主线任务的游戏模

式，每一期会为艺人设置层层关卡，通过游戏

完成任务赢取机会。但和 《奔跑吧》 常规节目

不同的是，《奔跑吧·黄河篇》 更像一次旅程，

将更大的篇幅用在了展现黄河沿线壮美风光，

展现当地风土人情与风俗民情上。而玩游戏赢

取机会的落脚点，也更多聚焦在助力脱贫攻坚，

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讲好生态发展的黄河

故事上。

《奔跑吧·黄河篇》作为《奔跑吧》节目的

特别篇，节目组在构想初期就希望让节目寓教

于乐的功能得以高效发挥。如何打破综艺节目

内容与公益主题“两张皮”的局面？②节目着眼

于文化传承和主流价值的创新挖掘，力图在主

题植入上进行创新表达。

《奔跑吧·黄河篇》 的主创人员走访了黄

电视综艺节目电视综艺节目““公益公益++综艺综艺””的的
创新发展路径探析创新发展路径探析

——浙江卫视《奔跑吧·黄河篇》创制实践管窥

楼 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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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生态经济带沿线，深入了解当地脱贫攻坚

的故事与人物，把节目流程设计与黄河故事

有机结合起来，③让观众沉浸式跟随着节目嘉

宾，一路走访与亲身体验，这让观众能更加

具体、更加生动地去了解各地扶贫工作的多

样性，更切实感受到那些感动的人、感动的

事是如何真实发生的。在旅途中，在游戏里，

那些对温暖动人故事的叙述，以及黄河生态

知识的输出，也同时满足了观众深层次的精

神文化需求。在青海“黄河第一坝”龙羊峡，

节目以建设水电站的龙羊峡水电人为切入口，

反映黄河上游生态、水患治理的艰辛历程与

丰硕成果，让观众看到黄河的源头是碧波万

顷；在陕西宜川县，嘉宾跟随造林人登上悬

崖峭壁，在悬崖上种树，让观众知道，原来

黄河中游水土流失现象的治理需要如此层层

防护才能奏效；在宁夏沙坡头，观众看到治

沙人轧下的一块块“中国魔方”，正在创造着

世界治沙的奇迹。

浙江卫视用自己擅长的节目方式传播主流

价值观，担当起社会责任。第5期节目是 《闽

宁镇特辑》，在闽宁镇特辑录制当天，正逢宁

夏最后一个贫困县摘帽。在节目组的策划下，

嘉宾们“穿越”回当初贫困的西海固，那里水

源奇缺，生态环境恶劣，曾被联合国定义为

“最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区”之一。嘉宾们沿

上世纪 80 年代至今的发展脉络，亲身体验西

海固人民几十年来的发展变迁。

《奔跑吧·黄河篇》 在选角方面也蕴含巧

思，请的嘉宾都具有一定的话题流量与传播效

应。流程上，也保留 《奔跑吧》 系列 IP 的特

质与趣味性，不作生硬嫁接，而是让明星自然

融入到生态保护与脱贫攻坚的主题中，以大流

量带动正能量。当这些嘉宾们切实感受到当地

的地方风俗，了解到鲜活的生活故事时，他们

已经用自身的明星效应和全情投入的参与感带

动了电视机前的年轻观众，自然而然地将黄河

生态经济带的发展成就和民俗风貌传递出去。

节目以优质内容为基础，挖掘顺应时代脉

搏的宣传点，以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方式聚焦脱

贫攻坚；主流媒体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理念可以在电视综艺节目中取得突破，形成综

艺节目搭台、公益内核唱戏的有机结合，走出

了一条既不失综艺节目艺术特色，又赋予综艺

形式以更多价值含量的有效途径。

二、综艺扶贫和公益创新的巧妙结合与实

践：关注年轻受众，主旋律亦可助力消费

综艺节目作为重要的视听消费方式，在

满足文娱需求、形成产业链条、培育文化市

场从而创造重要经济效益的同时，亦在话题

产生、观念引领、风气形成等社会效益层面

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④ 《奔跑吧·黄河篇》

希望以年轻人的视野，亲身参与的互动形式，

给观众呈现出中国正在发生着的翻天覆地的

变化。两季节目播出后，有力证明综艺扶贫

完全可行，能够在“奔跑”中跑出正能量，

跑出消费力。

节目组在陕西时，嘉宾们展开了一场“带

货”比拼，而这些货品都是陕西特色农产品。

嘉宾郭麒麟和宋祖儿用小剧场的形式带货陕

西苹果，发挥艺人趣味搞笑的特长，各地方

言轮番切换，让人在忍俊不禁的同时很快就记

住了这个产品；嘉宾杨颖、沙溢也化身复读

机，安利宜川狗头枣，专业播音腔让人印象深

刻。趣味助农带货，结合真人秀手段综合运

用，创新了叙事的角度，在不知不觉中积极引

导了观众。

《奔跑吧》 本身作为浙江卫视的头部 IP，

在年轻受众中具有很强的影响力，他们会自发

使用能吸引同龄人的“话术”与“梗”，形成

有效的同龄圈层内的口碑传播，吸引越来越多

的同龄人观看。不管是游戏化设置，或者竞技

类比赛，节目的诉求都是找到一个年轻观众愿

意看的切入点，然后将价值表达融入其中。浙

江卫视副总监、《奔跑吧·黄河篇》 总统筹周

冬梅认为，所谓主旋律表达不一定是板起面孔

讲大道理，正能量的传递要找到更柔性的表

达，既符合目标受众的收视心理，也要在审美

上与时俱进，让节目更具现实价值与时代意

义，让故事直抵观众内心。从《奔跑吧·黄河

篇》播出效果看，确实是抓住了年轻受众的接

受心理，更有破圈话术传播，将综艺与扶贫主

题进行了有效链接，公益创新既有意思，也更

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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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传播增益和公益创新的准确把控与传

递：融媒体效果倍增，口碑营销联动经济

融媒体时代，传统媒体的内容面临着冲击

与挑战，在“生动鲜活讲好中国故事”的大目

标下，传统媒体要稳固大小屏协同发展，利用

新媒体传播特性，将优质的内容广泛传播到人

民群众中去。在媒体融合环境下，传播增益应

该善于运用 PGC、UGC、直播带货等新兴内

容和方式促进口碑传播。

在这一方面，《奔跑吧·黄河篇》 节目在

摸索中创新，把握融媒体传播特性，准确把

控传播增益，实现传播效果最大化，助力口

碑和经济齐飞。节目一经播出，就收获了热

烈的反响。第一季节目最高收视 csm59 城

3.04，平均收视 2.731，在同期季播节目中强

势领跑。节目播出 6 期，斩获收视六连冠。

第二季节目收视也持续领跑，以 CSM63 城

2.67 的平均收视位列同时段首位，最高收视

更是达到 3.281。大屏电视端表现突出的同

时，新媒体的传播效果也彰显了节目的国民

度之高。第一季全网热搜总数突破 521 个，

第二季全网热搜总数突破 556 个。两季下来，

加上累积的奔跑吧数据，总话题阅读量高达

450 亿。大小屏联动，仅一季短视频全方位

覆盖曝光播放量就突破 50 亿。

在话题讨论中，有很多社会话题引发了全

民情感共振，话题的多元辐射触达了多行业人

群。比如#平凡人挺身而出的瞬间#，就通过

探寻黄河第一坝龙羊峡，聚焦十万水利建设

者。他们从五湖四海而来，汇集到高原之上，

用13年建成了这道坝。在这片荒芜的土地上，

他们艰苦奋斗，用自己的青春和汗水铸就了大

坝。同样的，在当今社会，也有无数各行各业

的人们，在自己的平凡岗位上无怨无悔地默默

奉献。这一话题引发了持续讨论，并获得微博

1 亿粉丝的头部博主@头条新闻的点赞。又如

#奔跑吧说唱黄河#，跑男团和嘉宾们用说唱

的方式表达自己对黄河建设者的敬意，开启

“唱响黄河”2.0的新篇章。除了演唱会的短视

频一经播出就冲上热搜，说唱歌手们精心创作

的歌词也被广大网友热议。@人民日报旗下@

人民文娱更是发布视频进行点赞。此外，节目

联动新华网共同探讨的社会话题也引发破圈层

讨论，#现代化农业有多强#、#终于知道什么

是凌晨的蔬菜人#等相关议题阅读量总计超过

1.4 亿次，引发无数网友点赞讨论。而在短视

频平台，《奔跑吧·黄河篇》 第二季更是引发

全民围观，其官方抖音账号视频阅读量超过

230 亿次，其中播放量超百万的短视频多达

210 条，更有多条短视频拿下单条视频破亿的

播放量。

不仅是线上破圈传播，线下也积极回应联

动。在该节目的制作和宣传过程中，在录制地

做了不少线下公益活动。第一季播出时，在宁

夏中卫市沙坡头区郭滩学校，进行了一场“大

漠长河，为爱读诗”公益活动，奔跑吧兄弟团

成员李晨、杨颖、郑恺、沙溢悉数亮相，与孩

子们分享自己喜爱的诗篇，还和孩子们围坐在

一起朗读。同时还进行了“多一克温暖”公益

活动。明星们为该校小学生们送上了暖心的羽

绒衣。该活动在网络上进行了直播，新华网微

博、新华网客户端、新华网直播频道、新华网

浙江都等进行报道，各大平台总播放量突破

800万。

2021 年 5 月，第 27 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

奖最佳电视综艺节目入围名单公布，《奔跑

吧·黄河篇》凭借其立意、制作、观众欢迎度

以及产生的良好社会效应入围，同年还获得了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2020 年度广播电视创新

创优节目”奖。《奔跑吧·黄河篇》 第二季获

评“2021 年度公益电视节目”。不管是收视、

网络热度、社会议题辐射还是获奖情况，都充

分证明这档综艺节目在社会上产生的良好传播

效果，有效传递了公益精神，弘扬了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

四、结语

守正创新、主动作为、勇开新局，推动

宣传思想工作发生深层次、根本性变革。综

上所述，《奔跑吧·黄河篇》 在文化传承、综

艺扶贫、传播增益方面进行了创新性开拓，

为同类型节目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思路和

模式，也为影视公益类目节目兼顾公益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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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后疫情时代，受众的注意力和接受

信息的渠道逐渐转向手机移动端，传统媒体广

播电台也受到了各种挑战和冲击，影响力、受

众数量都有一定的下滑，广播广告的传统经营

模式也出现了瓶颈和疲态。面对现状，各地广

播不断加快推进媒体融合，以微博、微信公号、

客户端到抖音号、视频号等平台联动，为广播

广告的经营带来了新的突破口。从广播平台、

线下活动、IP 打造，到全媒体的定制营销、产

业拓展等，探索出后疫情时代广播经营创收的

多元化的新路子。

关键词：后疫情时代 广播运营 媒体融

合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媒体融合步

伐的加快，特别是短视频生产的加速推进，在

后疫情时代，广播广告的传统经营模式也出现

了瓶颈和疲态。广播媒体除了发挥自身的及时

性、互动性、服务性等优势之外，从微博、微

信公号、客户端到抖音号、视频号，传统广播

的内容在不断创新后通过新媒体平台二次传播，

不仅扩大了广播的影响力，新媒体视频、文字、

图片等多重手段的运用，也弥补了广播单一传

播、转瞬即逝的不足。

目前传统广播依然保有一定的影响力，车

载收听、移动收听仍然占据较大的市场比重。

广播自身也有着新媒体的一些特性：及时性、

互动性以及开车时的不可替代性。城市广播媒

后疫情时代
城市广播运营的坚守与转型城市广播运营的坚守与转型
——温州交通广播运营实践和创新探索

胡 倩

收视率提供了样本经验。当下，媒体需时刻兼

顾公共利益与社会效益，将国家政策融入节目

的话语体系中，承载社会情绪，担当社会责

任。在融媒体的大环境下，也要更加明确大小

屏联动的传播链路，使公益节目模式根植并成

长于社会文化土壤。《奔跑吧》 在已经取得成

功的基础上，还需要不断创新和突破，以更深

入的题材挖掘、更贴合观众的主题表达、更有

时效性和粘合度的融媒体传播，让传统视听焕

发新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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