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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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生新闻采制中摄像与记者配合浅析民生新闻采制中摄像与记者配合浅析
林 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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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派出记者跨国采访重大突发事件。

这次的跨国采访工作量可谓巨大。白天外

采，回到酒店撰写稿件、剪辑视频已是深夜。

双方只有合理分工以及错峰休息，才能保证工

作持续顺利地进行。在泰国普吉的3天时间里，

每次回到酒店后，我们的分工是，先由记者采

集素材、整理同期、撰写稿件，摄像休息；等

记者写完文稿，摄像就接着进行剪辑与后期制

作，并及时把成片回传至国内，而记者此时是

休息。只有双方交替工作、轮番上场，才能尽

可能地为对方争取更多的休息时间，保证第二

天持续作战。需要强调的是，在这个过程中，

尤其要求摄像具有编导意识，只有在白天的拍

摄中带着编导思维去拍摄，后期剪辑制作时，

才能在记者休息的时候，独立完成剪辑包装工

作。

在其他常规突发新闻事件采访时，由于突

发现场的“稍纵即逝”，摄像、记者除了要第一

时间赶到现场，更要注意在现场的分工与配合，

因为往往记者更注重寻找目击者，获取一手信

息，摄像则更注重捕捉现场画面。看似矛盾的

关注点，更需要彼此理解与配合，才能更好完

成新闻的采制工作。

2018 年 5 月 16 日是当年入夏以来气温最高

的一天，虽然才 5 月中旬，但最高气温已达 38

度。当天中午，有一辆装有硬板纸的大货车在

乍嘉苏高速公路上发生了自燃。我和同事第一

时间赶往现场进行采访。在类似突发现场，作

为摄像，第一要做到不关机拍摄，第二要注意

和记者的配合。我总结为两个字：分、合。所

谓分就是摄像和记者在现场要寻找各自需要关

注的重点。记者第一时间找到采访对象，如司

机、目击者、消防员、高速交警等等。摄像要

第一时间抓紧拍摄事发现场的细节画面，如正

在燃烧的硬纸板、消防员的灭火现场、路面轮

胎的刹车印等等。这时必须分头行动，分秒必

争、各取所需。所谓合是指一旦记者找到了合

适的采访对象，并且已经开始了解情况的时候，

摄像通过摄像机的监看功能必须第一时间把镜

头甩向记者的采访现场进行拍摄。这时可以尝

试慢慢靠近记者和被采访对象。必须慢是因为

很多时候你直接走到采访对象面前，拿着摄像

机对着他，可能他就不愿意说了。当然这种时

候摄像要严格做到不关机拍摄，确保突发新闻

中声音的完整性，因为突发新闻中，声音有时

比画面更重要。等记者采访完之后，摄像可以

继续拍摄画面。如果是配合比较默契的两个人，

记者虽然不会把摄像叫到身边来采访，但也知

道，摄像不在跟前，却一直在身边。

（二）舆论监督报道：默契配合

舆论监督报道也是电视民生新闻中很常见

的一种类别。因其题材敏感，揭露的往往是社

会的负面问题，有时还要把镜头对准行政主管

部门，因此非正常拍摄成了必要手段，这对摄

像与记者的配合提出了新的挑战。

2020 年 6 月，我们接到嘉兴秀洲区王江泾

镇一位阿姨的爆料说，村里改建好了一个居家

养老服务中心，花费上百万，条件很好，可是

快两年了都没人住、没人用，这样的闲置实在

太可惜，政府修建时难道不考虑实际效果吗？

我和同事赶往现场进行采访。首先我们通过调

查拍摄，确认了观众反应的问题属实，也采访

到了村民们的态度。接着是最关键的一步：采

访当地政府部门，了解背后的原因。但如果政

府部门不愿意正面接受采访怎么办？缺失这一

部分内容，整篇报道就不完整。我们找到了当

地虹南村的党支部书记，在交谈过程中，记者

回头看了我一眼，我心领神会，拎在手上的摄

像机立马按了录制键，我心想，不管书记接不

接受我们的正面采访，先把声音和画面录下来

再说。而后，书记果然不愿意正面采访，但因

为有了这个眼神和心领神会，我们完整记录了

书记的“理由”：“项目总的花费 200 万，当初

是民政有这么一个项目，上面财政资金补助

80%，相当于村里不用花太多钱，何乐而不为？”

是否闲置与浪费并不是政府部门当初考量的重

点，这种现象不值得监管和反思吗？之后我们

围绕这一话题做了系列报道，引发社会关注。

在舆论监督报道中，如果没有摄像与记者

的完美配合，往往会出现记者以为摄像偷录了，

结果摄像完全没有领会记者的意图，一句话都

没录上的情况，或者是因为记者提醒摄像开机，

导致被采访对象当场识破、计划泡汤等等。当

然有些情况下，摄像和记者可以提前商量好，

但有些情况下是没有时间和机会给两个人商量

的，这时候更多考验的是摄像与记者的配合默

契程度。

二、后期剪辑制作中，摄像与记者矛盾的
产生与避免

在后期剪辑制作中，由于双方的认知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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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闻事件的理解不同，往往会造成记者与摄

像对画面的处理和剪辑思路的不一致。一旦产

生了矛盾，又该如何协调处理呢？

（一）摄像与记者的两种合作模式

摄像从功能上主要分为编导型摄像和技术

型摄像。其中，编导型摄像不仅需要完成拍摄

工作，同时还需要进行部分的采访以及完成后

期编辑工作，而技术型摄像只需要娴熟掌握相

应的摄像操作技巧，①听令于记者，做好采访工

作，剪辑与后期由记者负责。这两种模式在电

视民生新闻中都有应用，前者一般是摄像剪片，

后者是记者剪片，因此前者对于双方的配合要

求更高，后者摄像多处于相对被动状态。

（二）不同模式可能产生的问题与解决之道

编导型摄像与记者配合时，因后期剪辑是

摄像负责，容易出现记者采访写作时只考虑文

字方面的内容，而忽略或者不太考虑画面的表

达。这样就容易产生矛盾：拍到的画面记者没

有写，而写到的内容摄像又没拍，摄像剪辑时

比较犯难，就容易责怪记者。

技术型摄像和记者配合时，因为后期剪辑

是记者负责，因此有的摄像就变成了工具人，

记者让拍什么就拍什么，根本不会动脑筋发挥

主观能动性，所以很容易导致最后记者在剪辑

时发现镜头不够用，这时候记者反过头会责怪

摄像，为什么不多拍一点？

以上情形在现实的电视新闻采制过程中很

常见，彼此契合度不高时，就会出现矛盾与分

歧，发生一个对另一个不满的情况。长此以往，

工作效率低下不说，还严重影响节目质量和同

事之间的感情。

究其原因，造成这样的情况，主要还是在

于摄像与记者的责任心不强、彼此沟通不够，

没有把摄像与记者作为一个整体加以思考。只

有加强摄像和记者之间的交流沟通，将彼此作

为新闻工作中平等的重要部分，才能起到 1+1

＞2的效果。

三、结语
（一）时刻明确电视是合作的艺术

电视与纸媒不同，电视新闻需要记者与摄

像的高度配合。双方配合好不好会直接影响新

闻作品的质量和效率。只有彼此沟通，默契配

合，才能事半功倍。

在出发采访前，摄像与记者都必须了解清

楚新闻事件的基本情况，包括采访对象、采访

事件及其中的重点、难点与关注点；同时，明

确本次采访的目的与方向，并就可能产生的不

确定性进行商讨。

采访过程中，摄像与记者既要分工又要密

切合作，不但要明确各自的主要任务，还要在

需要配合的时候彼此成就。

在完成采访进入后期剪辑制作阶段时，不

论是摄像剪片还是记者剪片，都要将新闻作品

视为二者共同的工作成果，有好的想法积极提

出，不惧怕提出后可能出现的矛盾碰撞，主动

补位，且勇于承担后果。只有这样，双方才能

共同进步与提高。

（二） 摄像编导意识的培养是畅通合作的关

键

编导意识从根本上来说是从编导的角度和

高度对拍摄的题材有所理解，并在拍摄时用画

面诠释编导对题材的理解。摄像因此被称为

“摄像记者”，不无道理，这是对摄像编导意识

的要求与体现。在电视新闻拍摄中，摄像要树

立编导意识，实际上就是要求摄像站在文字记

者的角度去考虑问题，预判记者会如何采写组

织稿件，从而更好地了解所需拍摄的画面和拍

摄角度等。

有编导意识的摄像，能够更加积极主动地

思考，从不同角度与方向了解所拍摄的新闻、

把握整体拍摄进程，从而得到更加完美的拍摄

效果。编导意识的培养，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激

发摄像的创造力与想象力。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摄像编导意识的培养，

也是化解摄像与记者矛盾，促进双方沟通、激

荡思想碰撞的一剂良方。只有摄像明白记者想

要的是什么，并且了解记者会如何组织架构文

本之后，才能拍摄出符合要求的新闻画面，以

更加丰富和从容的视角呈现新闻。当然反过来

说，电视记者相较于平面媒体的文字记者，也

要更懂画面，更懂剪辑，这也是与摄像分工合

作的基础。

参考文献：
①单非明《浅析电视新闻采访中摄像记者

与文字记者的有效配合方式》，《传播与版权》，

2014年10月。

（作者单位：嘉兴市广播电视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