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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深度融合

特色农产品推介活动等62场互动直播，影响力

持续扩大。

（四）外宣借力，向“美”而生

在新冠疫情防控、复工复产等各类宣传战

役中，“视界千岛湖”主动对接央视频、中国蓝

新闻客户端、杭州之家、新浪微博等各级媒体

平台，同步完成千岛湖有序“动起来”、千岛湖

新春第一网、茶园里的发布会、“天使归来 爱

满人间”空中婚礼等22场新冠疫情防控、复工

复产系列活动的现场直播，提振人们战胜疫情

的信心，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2020 年 2 月 23 日，“视界千岛湖”与央视

新闻客户端、诗画浙江文旅资讯、千岛湖旅游

新浪微博等直播平台同步直播千岛湖景区有序

开放和百名安全官上岗。直播记者通过亲身体

验、现场采访，向全国人民展示了千岛湖的春

日美景，介绍了千岛湖景区如何把防疫工作做

到极致的有力举措，累计观看人次突破 1 亿，

吸引国内外各主流媒体、网络平台争相报道。

2021 年，与浙江广电集团融媒体新闻中心合

作，在中国蓝新闻客户端、视界千岛湖、新浪

微博等平台推出 《水下约会胖头鱼》 5 天连续

直播，“视界千岛湖”点击量 16.8 万人次，中

国蓝新闻客户端点击量 89.1 万人次，让千岛湖

胖头鱼频上热搜；人民网、人民日报、环球网、

中国日报、央视新闻等各大平台纷纷转发，仅

算话题阅读量就达到 8600 万次。此外，“视界

千岛湖”直播千岛湖旅游产业论坛点击量11万

人次，《我和我的家乡》 电影首映活动点击量

10万人次，新安江水库再次泄洪点击量10.2万

人次，借助外宣，上下融合，传播正能量，弘

扬主旋律。

百舸争流，不进则退。探索和实践县级手

机新闻客户端，对于县级融媒体中心来说，是

一个全新的课题。手机新闻客户端已不再局限

于单一的宣传功能，“引导群众、服务群众”的

定位，赋予了它更多的服务群众的角色内涵。

未来，淳安县融媒体中心在融合广播电视报纸

既有内容的同时，将进一步探寻新媒体平台的

发展路径，通过增强自身的竞争力，不断克服

平台与受众的疏离感，探索更有黏性的传播效

果，努力把被动获取信息的受众转化为可驻留

交流的忠粉，在融媒体客户端建设方面再探新

路子，再上新台阶，把传播、宣传、服务的触

角更好地延伸到千家万户。

（作者单位：淳安县广播电视台）

无论是“群雄逐鹿”的新媒体时代，还是

“各偿喜悲”的传统媒体时代，时政新闻始终稳

坐“钓鱼台”，不可或缺，也无可替代。中规中

矩是绝大部分媒体对时政新闻的报道准则，鲜

少有人尝试甚至敢于跨出创新这一步。这里，

不妨从《何以长兴——县长朱伟说》节目谈起。

一、创新，从这里出发

这是一次时政报道创新出圈的大胆尝试。

从长兴传媒集团策划制作的前几次县长专

访经历来看，百姓对于新任县长专访的期待值

是很高的。这对于我们而言，是压力，更是动

力。

（一） 策划创新：一条有预谋的允许创意策

划的时政新闻

如果说新当选的县长有着宏伟的抱负等待

着施展，那我们就有斑斓的剧本可以去描绘。

从过去的大剧院接待室面对面问答，到太湖资

本广场项目展馆站立式讲述，再到太湖博物馆

的类场景式访谈，把访谈当成时政新闻“革命”

的我们，也在“革命”中“玩”出了新花样。

时政新闻，既要聚焦家国大事，又要关注民生

冷暖，而县长专访则将家国情怀和有感小事藏

时政新闻专访何以焕发光彩时政新闻专访何以焕发光彩
——从《何以长兴——县长朱伟说》创作谈起

王晓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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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了“闲聊”的起承转合里，于无声处沁人心

脾。

（二） 独辟蹊径：时政新闻主要对象个性

化、标签化、辨识度

如何从千篇一律的套路式专访中脱颖而出，

除了策划本身以外，充分展现县长本人的个性

化特征和人格魅力，也是取胜的关键。从专职

记者到政府办，我们全面了解了县长本人的关

注焦点和工作细节，从每天清晨 6 点跑步，到

夜深人静后独自留在办公室静心思考；从两个

多月时间跑遍长兴所有乡镇 （街道、园区） 调

研走访，到开会强调不说废话，在一遍又一遍

的对接中提炼出“独一无二”的个人标签进行

定制化方案撰写。采访策划方案的被认可，则

意味着片子已经成功了一半。

（三）耳目一新：秒懂不一样的县长

专访不仅仅是一个施政纲领的宣讲，更是

一次对长兴的全方位推介。我们策划的初衷是

读懂长兴，更重要的是读懂县长。对于受众而

言，只有读懂了县长，才能更好地读懂未来的

长兴。不拘泥于问答，不固定于专访，将对话

融入场景，让场景为我们展现出一个事事为发

展的争先县长、一个件件为民生的实干县长。

整个片子有严肃的选举现场，也有活泼的

实地走访，从会场到工厂，从社区到景区，从

市民服务中心到大剧院，这样多场景的转换在

以前是从来没有实现过的，也是这样的“第一

次”碰撞出的火花，换来了受众对县长的秒懂。

贴近生活的对话、性情流露的讲述、场景

转换的代入感才能唤起共鸣。

（四） 定位清晰：施政纲领的阐述者和富美

长兴的推荐官

如果把这次专访当成一次与政府一把手的

对话，那注定是宣讲式的氛围。而我们要做的

不仅是展现施政纲领的这一面，还要通过片子

让县长成为一个长兴的推荐官，让长兴以外的

人认识长兴、了解长兴。就如专访中县长所言，

让长兴成为一座你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城市，一

个你在他乡打拼仍念念不忘的故乡。

（五）短小精悍：13分48秒

相较于前两任县长石一婷和沈志伟专访，

这次的总片长是最短的，但是传播量却是最大

的。长兴发布推文的观看量则突破 10 万+。这

在县级媒体的时政新闻领域，是可以写下浓墨

重彩一笔的。连同县人大开幕式，县长朱伟做

的政府工作报告竖屏短视频视频号传播，双双

突破十万+，实属不易。

（六）宝藏团队：紧密协作，各展所长

采访、编发、视频、设计、技研等几大科

室分工合作，从方案撰写到场景选择，从机位

布置到化妆造型，从现场拍摄到后期制作，团

队协作是保障片子成功的另一大关键因素。从

农历牛年的尾声到虎年的开头，大家紧密配合，

高效呈现了13分48秒的无限精彩。

（七）串珠成链：用文化作为主线贯穿全片

专访坚持主流价值引领，倡导文化自信，

这是我们在主创专访时的初心和担当。让流淌

在长兴大地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

长兴人干事创业的精神相融合、与长兴风土人

情相协调，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是我们专访的

题中应有之意。

1. 文化之源：选取了古生态文化---金钉

子、扬子鳄、古银杏；浙江人类百万年起源

地---浙江人类活动历史从长兴起步；茶文化

发祥地--茶圣陆羽手植紫笋茶和老茶园，在此

撰写《茶经》；红色根脉---江南小延安；多元

融通的移民文化等一系列跟长兴文化源头有密

切关联度的阐述，使得这个专访具有历史纵深

感和厚重感。

2. 文化之流：选取了长兴干部实干、长兴

群众淳朴、长兴社会富美等群像叙述，通过县

长朱伟来到长兴工作后，对长兴干部群众的切

身感受，让抽象的文化基因在具象的工作实践

中得以体现，具有别样神韵，也使得长兴文化

在新时代干事创业进程中焕发勃勃生机。

3. 文化之汇：民本邦宁专访最后的落脚点

在挖掘长兴之所以能够始终走在全国县域经济

社会发展前列，得益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

将沉淀在民间的历史人文记忆，转化为可感可

知可触摸的文化气象。

二、营养，从这里汲取

创新需要我们保持学无止境的心态。近年

来，多元化的节目形态一边让我们应接不暇，

另一边也让我们茅塞顿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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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政报道首先要“正”起来

整个报道，涉及到今年正月初七召开的浙

江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推进大会

和正月初八召开的湖州市社会治理创新大会主

要精神，采用了大会全景画面和省委书记袁家

军和湖州市委书记王纲的特别画面，片子的时

政感瞬间就出来了。

（二）时政报道也可以“秀”起来

灵感来自真人秀节目？时政报道可以从中

有所选取，没什么不可以。

从裴树清中间串场的两段选举过程中和选

举结束后，舞台边侧出像，到访谈现场县长与

工作人员的亲切互动，都是用纪实的真人秀手

法在拍摄。

在正式拍摄前，我们跟县长沟通场景中会

有相关人员的引导，但现场没有事先准备好的

“台本”，走位也好，对话也好，都是临场发挥。

从播出结果来看，正是这几次不经意的“小片

花”成全了整个访谈亲和亲民亲切的基调。不

仅没有丢掉时政报道的严肃性，反而增添了引

人入胜的趣味性。

（三）时政报道也可以“皮”起来

整个片子策划的时候，就定下基调，现场

可以适度轻松调皮，串场严丝无缝。

县长专访的内容涉及经济、生态、文化、

民生、党建和政府自身建设等不同领域。如何

让不同的话题巧妙衔接、自然过渡，是我们策

划的一大难点。除了提问本身的技巧以外，转

场是最大助力。这次的专访创新性地将县长融

入了访谈场景，尤其是在各大场景中出现了各

个工作现场的工作人员。正是这三两个“皮”

起来的场景和画面，成了片子活起来的关键，

可以自然地从上一个场景引入下一个问答环节。

（四）时政报道也可以“嗨”起来

观感极度舒适，大家看了直呼过瘾。

策划过程中，我们密切保持着跟县长和政

府办智囊团的协商沟通。从开始的13个问题到

最终整合成 8 个问题，场景与内容无缝衔接得

到了最优处理。

11..预案走在前预案走在前

策划方案修改次数多于十次，可以说是每

天都在变。这样的变化为的是精益求精，为最

终的出彩锦上添花。在修改过程中，除了给县

长和政府办工作人员的公众版外，我们还同步

准备了导演版，将现场机位、灯光布置、人员

走位等提前准备到位。

整个访谈大部分属于预录，原本计划春节

前预录完成，但是由于天气的原因，没办法实

现；后来又想在春节期间录制，也因为考虑到

省市有重要会议，最好结合会议精神来调整采

访方案。之后计划年初九初十完成，这样可以

给后期制作留出更大空间，但是县长的行程中

并没有空余的时间可以录制。情急之下也给了

我们更多思考的空间。

利用那段时间，我们把央视《面对面》、腾

讯 《十三邀》、优酷 《圆桌派》、凤凰卫视 《和

陌生人说话》《锵锵三人行》等各种人物专访看

了好几遍。付诸行动后，光现场踩点就分了三

批次。今年 1 月 30 日，也就是小年夜那天，我

们按照第一版方案设计的几个场景，预先进行

了踩点。春节假期结束后，2月9日，再次进行

了现场踩点，并且是带着主播全程按照方案路

演走了一遍。也就是在这次踩点中，因为现场

收音和环境画面问题，我们放弃了原先设想的

七里亭古人类活动遗址，把文化部分的讲述点

改在了大唐贡茶院陆羽阁，并在随后一天再次

进行踩点。最终呈现出片中的各个桥段。

22..彩排走在前彩排走在前

2月9日，原本是去跟县长汇报方案，但在

讲到问答环节时，县长主动提出预演一遍，这

让我们对这一版的方案更加有信心；

2 月 11 日下午 4 点半，带着设备再次给县

长进行了一次彩排，全部结束已经是晚上7点；

2 月 14 日下午，半天正式录制，拍摄完毕

又是晚上7点；

2 月 15 日一个上午 1 小时补充录制，因为

最后一段“谢谢接受采访”没有说，重新补充

录制；

2 月 20 日，大会闭幕，现场实拍选举和投

票、县委书记和县长握手祝贺、宪法宣誓仪式

最后半小时实录。

33..准备走在前准备走在前

县长非常支持、配合专访团队的工作。采

访过程中，不厌其烦，精益求精，对于自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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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满意的地方主动要求再来一遍。

领带准备了两套 （红色+蓝色，各 6 根），

西装准备了两套；化妆师和发型师全程跟拍，

海报定型照专门策划设计拍摄；

2 月 14 日和 15 日，县政府办专门把这两天

时间空出来给传媒团队。

（五）时政标题要“潮”起来

片子取名《何以长兴——县长朱伟说》，给

人一种文化感和时尚感。“何以长兴”，取意双

关。长兴既是地名，长兴；又是县长的美好寄

语和期望，有长久兴旺之意。

三、活力，从这里迸发

这是一次彰显时代活力的影像书写，打破

了时政新闻的固有模式，树立了时政新闻的新

典范。

（一）五个机位保证质量

创新就要毫无保留。我们团队中的骨干力

量纷纷上场，拿出各自的看家本领。因为有了

提前的预案，拍摄过程可以说非常顺利，各个

机位都捕捉到了该有的画面和声音，这给后期

的剪辑留足了有用的素材：一个机位抓县长，

并负责县长声音收录；一个机位抓主播，并负

责主播声音收录；一个机位抓全景；一个机位

航拍；一个机位机动。

（二）互动采访提高品质

虽然方案的策划过程给了我们激情，但其

实我们也充满了担忧。2021 年的专访县长沈志

伟就是在执行的前一天被临时叫停。这次我们

也同样做了两手准备，推翻所有的场景转换，

变成面对面访谈。好在所有人的努力都没有白

费，县长朱伟同意按照方案执行。增强片子可

看性的同时，也体现了县长的魅力。

（三）口语讲述增加故事可看性

一开始政府办准备的材料还是官方口吻的

回答，后来在跟县长的彩排中，加入了很多县

长自己口语化、亲民化的表达，让枯燥的时政

内容有了血肉。从发展到共富、从生态到民生，

通过层层递进的讲述，用文化这条主线串联起

了长兴未来五年的宏伟蓝图，通俗易懂又深入

人心。

（四）后期包装升华格调

整个片子很有高级感。在先导片中，用大

气高端的虚实相间的镜头语言，配以县长在政

府工作报告中的金句，通过快节奏的剪辑手法

和转场特效，再通过分屏快切的手法，把访谈

录制过程中的多个场景展现出来，让人期待；

在海报设计上，充分运用摄影技巧的写实表现

能力，通过光影效果、色调刻画、情感渲染三

位一体，着力渲染海报的质感，由长兴县书法

家协会主席张志敏手写海报标题，再请县长手

写“长兴最大的任务就是抓发展”这个片子的

推广语，将“何以长兴——县长朱伟说”的主

题呈现出来。在成片制作上，让县长与长兴

“并肩同行”，引人入胜。

四、融合，从这里强化

（一）把握推送节奏

在选举结果出炉后，30 秒的先导片率先推

出。随后，制作团队加紧将实录部分补充到正

片里，在当晚通过新媒体推送，全网刷屏 （抖

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微博、网站、客户端

和行业微信公号）。同时，电视当晚播出，报纸

次日见报。

（二）各地同行效仿

节目播出和推送后，我们很快就接连收到

许多同行的点赞和评论，接地气的时政报道就

是有让人一口气看完的冲动。其中，“采访编辑

圈”公众号以《真用心，时政报道的典范！》进

行了全片转载分享推送。之后，有外地多家媒

体同行进行了“何以”系列的模仿秀。

（三）传播力指数分析

两会热点事件，基于客户端、视频号、微

信等各平台的传播力数据进行分析。根据数据

显示，两会期间，各热点传播总量达88万+。

《何以长兴——县长朱伟说》总体分析：该

节目的传播总量达12.9万+，总点赞量953，总

评论量136。

长兴发布微信公众号于 20 日晚间推出该

片，当天的阅读量是 2.5 万左右；21 日，热度

再一次提升，该片成为关注的焦点，达到第二

轮传播波峰，阅读量有 4 万+。22 日起，又引

起了多家媒体分享学习，助推舆论热度再度攀

升 ， 达 到 第 三 轮 传 播 波 峰 ， 阅 读 量 达 到 10

万+。

（作者单位：长兴县广播电视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