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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化，也不是简单地将已播出内容重新剪辑在

新媒体上播放，而是把题材选择、内容策划、

故事设计与演绎等主导权交给受众，在与受众

的交流中，从受众的评论中汲取营养、获得启

发。

与此同时，该栏目的编导还十分注重与新

传播技术专家开展合作攻关，共同研发数据化、

智能化传播的新产品。对于城市台同仁而言，

内容与技术的深度融合是十分艰难的创新历程，

技术资金投入、技术人才储备、融媒产品研发

等都面临较大的困境，但这是绕不过去的坎。

不激发智能传播的潜能，不追求全媒体融合传

播的综合效应，电视民生新闻就无法创新，也

不可能再铸辉煌。

2016 年 2 月，习近平主持召开新闻舆论工

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要求“领导干部要

增强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善于运用媒体宣讲

政策主张、了解社情民意、发现矛盾问题、引

导 社 会 情 绪 、 动 员 人 民 群 众 、 推 动 实 际 工

作。”②这是对领导干部提出的要求，也是全体

新闻人的工作准则。以人民为中心的宗旨与理

念落实到新闻创新实践中就是将民生新闻办得

越来越好，越来越有引导力、传播力、影响力

和公信力。为此，反思20年中国电视民生新闻

的创新实践，总结经验与教训，探索民生新闻

发展创新的新理念、新策略，概括地说就是把

握好电视民生新闻民生化、融合化、移动化、

直播化的趋势，创新创作传播理念，坚持贴近

性，提升艺术感，强化融合度，增强针对性、

有效性、前瞻性、指导性，持续提高传播质量

与综合效应。

参考文献：

①唐宁《民生视角：电视新闻评论》，中央

文献出版社201 4年1 月出版，第5页。

②《习近平主持召开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

并发表重要讲话》，http://china. cnr. cn / news /

20160220/t20160220_521420357.shtml。

（作者分别为：唐然 广州理工学院教师；唐

宁 江苏师范大学传媒与影视学院院长、教授）

地方电视台民生新闻栏目在发展过程中，

有的看起来很热闹，却受限于诸多因素的制约，

经常只是昙花一现。而有的却能够成为栏目

“老店”，最终成为某个城市的集体记忆和时代

记忆，甚至能够为该城市地方志的撰写提供

“素材”。如果一家电视媒体的电视栏目在当下

新媒体的严重冲击下，能够做到持续发展 18

年，就有了哲学意义上的时间性和空间性，而

其背后必有独特的底蕴和功夫。嘉兴市广播电

视集团 《小新说事》 栏目确实做到了这一点，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当下，民生新闻所生存和发展的媒介生态

环境与十几年前的“高光”时期比，已经发生

了巨大变化。那么，从媒介生态环境视角做系

统性的观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新媒体迅速发

展乃至于严重冲击的语境下，民生新闻未来的

生存和发展中需要坚守和拓展的又是什么？

一、民生新闻生存和发展的媒介生态环境

的变化

（一）技术环境的变化

信息技术的变革，使民生新闻的生存与发

展环境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这让很多老电视

人发出了深深的叹息。但是，从媒介技术论的

角度来看，新技术对旧技术造成了连根拔起式

的强烈冲击，甚至是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替代，

这是具有“后浪”替代“前浪”性的自然演绎

特性的。

技术的变迁具有客观性，是冷冰冰的。媒

介新技术的发展使传统电视的日子不好过，但

环视四周，这种发展也使银行的日子不好过，

民生新闻的媒介生态环境与未来趋势民生新闻的媒介生态环境与未来趋势
李升科 李欣荣





BROADCAST
B
R
O
A
D
C
A
S
T

T
E
L
E
V
IS
IO

N

视听纵横2022·5

▲…
…

…

………

《小新说事》民生新闻研讨专辑

ATM机的日子不好过，甚至连大街上小偷的日

子也不好过。有人调侃说：消灭小偷的不是警

察，而是手机里的支付宝和微信支付。

对这一点认识得越清醒、越冷静、越客观，

从业者对民生新闻自身的转型准备，也就越充

分、越有主动性。

（二）舆论环境的变化

与上述媒介技术环境的变化相匹配，舆论

场也通常被“二分”为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

场。传统媒体构建官方舆论场，新媒体则构建

民间舆论场。两个舆论场之间的关系，有时是

对立的，有时是交叉的，偶尔也有重合。但从

整体上看，官方、民间两个舆论场之间的对立

比例远远大于交叉和重合。那么，民生新闻站

位何处呢？这是一个问题。

从今年春节以来发生的一系列热点、焦点、

疑点的新闻事件，可以看得很清楚：如薇娅被

罚13亿、丰县铁链女事件、北京冬奥、俄乌战

争、上海疫情、人教版教科书插画、深圳宾利

夫人、唐山打人案、河南村镇银行爆雷和红码

事件等等。这种客观存在的“二分”式舆论场，

给民生新闻的转型带来某种尴尬和撕裂感，同

时也是寻找自身发展机遇的出发点之所在。

（三）权力对信息管控的不确定性变化

由于新闻具有极强的政治属性、价值属性、

意识形态属性等，任何一个体制都会对新闻的

生产、加工与传播进行有形和无形的、轻重不

同的管控。

但是，目前民生新闻生存的外在权力环境，

与纯粹的党媒相比存在着从业者不易把控的不

确定性。具体来说，高层级的媒介政策决策者

和中下层级的政策执行者之间，往往会对媒介

政策文本的解读产生巨大差异。这种差异往往

会使处在下位的执行者，对政策出台的初衷发

生理解上的错位，从而在政策的执行方向和力

度上，朝“宁左勿右”的方向过猛发力，这给

民生新闻从业者带来难以名状的困惑。

由此，就会导致民生新闻从业者孜孜以求

的“民生”属性，面临着随时随地被削弱的风

险，民生新闻自身的创新空间、从业者的新闻

良知和“媒体正义”感，可能会随时受到挤压。

（四）受众信息接收习惯的变化

现在，智能手机成了人们须臾不离的一个

“类器官”。很多人在叹息被手机异化的同时，

又根本无法摆脱“手机控”这个病。

在新闻信息的传播与接受体系中，受众接

受信息所使用的渠道在哪里，舆论就在哪里，

作为信息消费人的“上帝”就在哪里。在手机

控制了人的信息接收习惯的背景下，手机无疑

对传统媒体的民生新闻构成根本性挑战。

对这一客观事实的清晰认知，能够打破民

生新闻过往高光时刻的幻觉留存，消除昨天话

语霸权下的媒体自负，清除今天电视被严重冲

击下的媒体自卑。

（五）受众信息接收心理的变化

智能手机作为信息接收终端，它天然地适

合碎片化信息的传播。而日复一日的碎片化信

息，会导致接收者在思维上的碎片化、情绪化、

非理性化，甚至于民粹化和愚昧化。这一点越

来越明显。

作为传统媒体的民生新闻，无法与自媒体

比“自残”，也无法比下贱，在专业媒体人的自

律下，也无法自降品格，更无法把舆论场简单

地交给义和团式的民粹主义者，放任野蛮性的

生长。

以上 5 个方面，是关于当下民生新闻的媒

介生态环境变化的简单分析，当然，还可以找

出更多的层面和因素，这里不再赘述。面对媒

介环境的系统性变化，民生新闻在转型和寻找

发展机遇的过程中，也需要进行系统性的思考。

下面，笔者以 “隔雾看花”的半局外人姿态，

简略地谈谈民生新闻在发展上的坚守与拓展。

二、民生新闻未来的坚守与拓展

（一）坚守媒体良知和媒体真诚

民生新闻的根本属性在一个“民”字，离

开了“民”字就很难称得上真正的民生新闻。

“民”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深厚的渊源，如

《尚书·泰誓》 中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

我民听”，在天和民两者之间关系的叙述上，彼

此是并列的。如《孟子·尽心章下》说：“民为

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民、社稷、君三者

的排序上，民排在了社稷和君之前，排在了第

一位。

这种一以贯之的民本思想，流淌在一代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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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士大夫的血液里。在今天功利、浮躁、短

视、躺平的环境里，民生新闻人如果没有“悲

天悯人的情怀、俯仰天地的境界、大彻大悟的

智慧”这样的儒家情怀，很难从“电视民工”

这个极端性的自我镜像里跳出来，也很难坚守

媒体良知和媒体真诚这种新闻职业理想和职业

操守。

（二）说实话、求真实的媒体品格

在任何一个或宽松或逼仄的环境里，总是

有说实话、求真相的空间的。说实话、求真实

是新闻的生命之所在，这是一个常识，而在民

生新闻进一步发展的常识和理论需求之间，常

识显得更为迫切一些。

说实话、求真实，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

智慧。没有智慧的勇气，往往是鲁莽；没有勇

气的智慧，往往是窝囊。专业智慧和专业勇气

的融合，是做精每一个民生新闻节目的根之所

在。

（三） 在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之间寻求

最大公约数

简单地将两个舆论场进行二元对立的分析

是简单的，也是智慧缺失的思维。为百姓服务、

为政府帮忙，在二者之间精准地找寻到契合点，

一直是做好这类节目的基础性思路。同样，在

两者之间，更需要权力部门以博大的情怀，不

断地为民生新闻拉升发展的天花板。

（四）对目标受众群做到迎合与引导并重

对受众一味的迎合和献媚，并不一定获得

受众的尊重，这与恋人之间的相处法则有异曲

同工之处。毕竟，优质的受众需求的是优质的

信息内容。自媒体信息投喂式的迎合，并不能

为受众提供优质产品，相应地也无法获得媒介

的终极权威力和影响力。

迎合与引导并重，是塑造民生新闻的权威

性所在。如果失去了引导和教育国民的权威性，

那么民生新闻存在的意义，就几乎被清零了。

（五）与新媒体的持续深度融合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其融合不是

形式上的简单融合，也不是内容上的适度融合。

换一个学术性表达是，两者之间的融合不是工

具理性的简单融合，而是价值理性下的深度融

合。只有这样，才能拓展和彰显出民生新闻的

权威力、影响力和市场力等。

客观冷静地认识清楚民生新闻在当下的媒

介生态环境的变化，与理性化地探寻其在未来

的坚守与拓展，前后之间是逻辑上的因果关系。

系统化地思考与辨析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找寻

民生新闻未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性路径。

（作者分别为：李升科：北京城市学院国际

文化与传播学部科技文化传播研究中心主任、

博士、教授、研究生导师；李欣荣：北京城市

学院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研究生）

摘要：中国的电视民生新闻节目开创至今

已走过 20 个年头，其中经历过高潮也有过低

谷，至今仍在大屏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

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融媒体时代，作为电视民

生新闻主力军的记者，素养如何决定了电视民

生新闻的趋势。如何在新时代，厘清方向、扬

长避短，进一步提高电视民生新闻的记者素养

显得尤为重要。本文结合新时代特性与日常采

访，分析当下电视民生新闻记者所需的职业素

养。

关键词：电视民生新闻 记者素养 融媒

体时代

融媒体时代
电视民生新闻记者素养分析电视民生新闻记者素养分析

沈 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