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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婺剧是浙江省地方戏曲剧种之一，

历经岁月的打磨，传承的不仅是戏曲的精髓，

也折射着金华的独特文化底蕴。本文以金华市

广播电视台创作的电视新闻《梅花香自苦寒来》

系列报道为例，从题材选择、采访策划、电视

语言的运用等方面，分析探索在新形势下如何

做好行业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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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媒领域，行业类新闻报道已经成为重要

内容。它不仅能够帮助宣传普及行业知识，还能

帮助行业塑造形象，对社会行业发展服务起到积

极推进的作用。① 《梅花香自苦寒来》系列报道

是对金华婺剧“梅开五度”，在地方剧种中脱颖

而出的行业宣传报道。这组系列之所以在播出后

受到广泛好评，除了精美的画面，还有深耕领

域，透过现象做深度。

一、在策划上下功夫，让新闻更厚重

传统媒体的优势是权威、专业，但随着全媒

体时代的到来，相较一些随时可以发稿的新媒体

来说，传统媒体的时效性则成了一大弊端。从实

际出发，在新闻报道的深度上下功夫不失为突破

手段之一。本组系列以婺剧演员楼胜凭得票数第

一的优异成绩摘得中国戏曲梅花奖魁首这一新闻

为由头，引出浙婺“梅开五度”、星光闪耀，在

地方剧种中脱颖而出这一现象。不过报道并没有

局限于这一现象，而是提前策划。可以说，从楼

胜参加“梅花奖”评选开始，记者就开始研究浙

婺这几年不断涌现优秀青年演员的现象。同时，

对“浙婺现象”提前进行了深入采访。在第一篇

报道之后，紧跟着在第二三篇报道中，从演员训

练、浙婺人才机制以及婺剧传承等方面对金华浙

婺“梅开五度”、星光闪耀的现象进行深度报道，

增强整组报道的厚度。

二、深耕领域，让报道更专业

要做好深度报道，记者必须深耕领域，积累

专业知识，只有这样才能做出有影响力和说服力

的优质报道。婺剧是金华的一张金名片，金华电

视台对婺剧的宣传一直有很多的积淀。从这组系

列报道中可以看出很多画面都是多年积累的素材，

整组报道也可以看出记者对婺剧的了解是比较深

入的。例如：“穿越400多年，还能在今日的各大

舞台焕发光彩，离不开浙婺自成一套的人才培养

理念。在浙江婺剧院，徐汝英、周越桂、葛素云

等一大批戏曲名家都不辞辛劳地带学生、教唱、

排戏，乐于给年轻演员配戏，指点帮助年轻人成

长。”对婺剧的了解尽在这段文字的描述中。

三、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让报道更立体

优秀的新闻报道是通过一个个小的细节来展

示的。细节从哪里来？需要记者眼观六路、耳听

八方。眼观六路是要学会观察，观察周围的环

境，观察人物的细节。耳听八方，即多跟采访对

象聊天，多跟采访对象身边的人聊天，包括采访

对象的家人、朋友、同事和领导等，聊天的过程

就是记者接近事实、挖掘新闻素材的机会。

本组报道开篇就抓取楼胜获得梅花奖之后在

婺剧院练功的细节。从画面中我们能感受到楼胜

对婺剧的执着和刻苦，正好对应“梅花香自苦寒

来”，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是记者观察

细致的体现。

眼观六路，从本组报道大量使用的同期声中可

以感受到。从报道中可以看出，记者采访了婺剧的

老一辈艺术家朱云香、甘愿让出舞台充当绿叶的梅

花奖得主陈美兰、张建敏等，还有年轻的婺剧演员

和学员，婺剧管理者等。因为采访的涉及面很广，

采访也很深入，整组报道显得比较立体、丰满。

四、好的报道，先要感动自己

对于一篇报道来说，技巧固然重要，但更重

深耕领域深耕领域 让行业报道具有鲜活性让行业报道具有鲜活性
——《梅花香自苦寒来》系列报道创作体会

王 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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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在于用情。好的报道一定是记者与采访对象

同频共振的结果。如果记者没有被采访对象感

动，在写作中没有注入真情，那么就很难写出感

动受众的文章。

在这组报道的采访过程中，记者是多次被感

动。首先是演员们练功的那股子劲头。有几天的

采访是在周六、周日，但是婺剧院的练功房依然

能看见不少人在练功。楼胜在跟记者聊天的时候

说，他不演出的时候，就是家里、练功房两点一

线，平时和妻子最喜欢的事情是探讨婺剧。

其次，是整个浙江婺剧团那种蓬勃向上的精

气神也感动着记者。在这里只有婺剧，没有角

儿，哪怕是梅花奖获得者也可能在一部戏里只是

跑龙套。最让我们感动的是婺剧人对婺剧传承的

爱护。陈美兰、张建敏都是梅花奖获得者，但他

们也是很早就让出舞台，一个在浙婺培养青年演

员，一个在学校培养婺剧苗子。正是因为有了这

些感动，才有了写这组系列的冲动，也才有笔下

的深情。

五、充分运用电视元素，让画面讲故事

电视报道是综合运用画面、音响、屏幕文字

等多种手段合一的报道。它是视听结合的报道，

是真正意义上的形象化的报道。在电视报道中通

过一些画面细节，可以让故事更生动。

这组报道中婺剧传承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记者在采访时特意关注浙婺日常传帮带的拍摄，

分别拍摄了朱云香、陈美兰、楼胜的传帮带，三

个画面细节，观众可以感受到浙婺之所以能保持

青春的活力，和剧团重视传承是分不开的。这也

是浙婺能在众多地方剧种中脱颖而出的原因。婺

剧演出的画面则为这组报道增加了视觉美感，也

为整组报道增色不少。

作为一名新闻记者，报道行业，让受众了解

行业，让行业稳步前行，也是职责与使命所在。

这组报道启示新闻记者要做好行业报道，就要熟

悉行业，不断地提高新闻工作者自身的素质，把

握时代脉搏，才能做好电视深度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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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短视频行业井喷式发展的全媒体时代，如

何抓住风口，让党建短视频“轻装上阵”，在几

分钟的短片里以更鲜活的方式，讲好党建故事、

宣传党的政策、展示党建成果，让党建短视频既

有流量，更有“能量”？针对此问题，笔者就

《之江先锋》视频号刊播的党建短视频，结合自

身的创作体会和同行的好经验，谈一些粗浅的

看法。

一、选题紧扣时代“热点”

选题是做好短视频的前提和基础，合适的选

题是短视频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党建短视频与

一般的短视频有所不同，它要有时代精神或宣传

价值，能够通过故事，引起共鸣，起到示范作

用。这就要求我们在创作短视频时，不仅要求内

容新颖，还要紧扣时代热点。

在共同富裕赶考路上，山区 26 县如何共富

先行？我们聚焦衢州各个县市区的特色产业，谋

划推出了“一只羊、一条鱼、一只虾、一片叶、

一朵花、一根甘蔗”共富系列短视频。如《功夫

虾里说共富》，讲述柯城区石梁镇麻蓬村将功夫

党建短视频的党建短视频的
流量和流量和““能量能量””编码浅析编码浅析

朱芬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