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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研究

作为党的喉舌，各大主流媒体的党史类节目

如满天繁星、层出不穷。党史类节目因其真实

性、客观性等因素，相对严肃和枯燥。如何做好

党史节目、讲好党史故事，是摆在每位媒体人面

前的时代课题。由国家广电总局、浙江省委宣传

部指导，浙江广电集团出品的中国共产党人“精

神谱系”特别节目《精神的力量》，以宏大的主

题设立、开创性的表现形态，一经播出，便广受

好评。作为建党百年的献礼片、党史学习教育

“可视化”的探索之作，节目通过“电视剧汇

编+嘉宾宣讲+采访解读+外景拓展”等多维度呈

现方式，重温百年党史，见证时代激越，赓续红

色血脉。

《抗美援朝精神》 和 《“两弹一星”精神》

是其中比较典项的尝试之作。以生动的艺术影

像、深情的实地探访和真挚的解读感怀创新节目

形式，是艺术再现党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党史教育

可视化的深度探索。

一、创新节目形态 党史教育可视化

《精神的力量》以传扬中国共产党人“精神

谱系”为鲜明主题，以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

设、改革历史时期所形成的各个伟大精神坐标为

表达内容，从“精神谱系”中选取红船精神、井

冈山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

神、西柏坡精神、红岩精神、抗美援朝精神、

“两弹一星”精神、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震

救灾精神、抗疫精神和“脱贫攻坚”精神进行细

致描摹。通过多维度呈现方式，从众多影视剧中

提炼与“精神”相关的内容进行二次创作。同时

采用让明星来演、找革命后代来说、带年轻演员

学习等方式让观众身临其境，让党史教育可视

化，艺术再现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的探索。比如，

根据剧情内容，摄制组进入井冈山、延安、遵义

等地进行拍摄，延展节目的表达空间，同时对诸

多亲历者或其后辈进行采访。《抗美援朝精神》

这一集通过演员韩雪回忆爷爷的日记展开，为节

目的艺术表达增添了实证，让节目的总体呈现更

加活泼多样，不拘一格。

（一）节目形态的创新

1.梳理解读精神谱系，激活红色经典剧集

《精神的力量》给“精神”寻找到了一个有

力的破题角度。它从中国共产党浩瀚历史中，寻

找精神的来源。将过往影视剧中塑造过的中国共

产党人精神的关键故事和人物悉数道出，形成了

一种生动的场域，让“精神”在叙述中自然流

露，并被观众直观感悟。节目精选历年全国红色

主题电视剧作为基本素材，围绕党的“精神谱

系”，结合“精神”地标实地拍摄见证、嘉宾专

家现场探寻解读，创新构成“经典影像、红色现

场、融合表达、年轻语态”的生动整体。节目利

用影像生动展现中国共产党人开创、锻造、传

承、践行“精神谱系”的伟大引领、光荣牺牲、

丰功伟绩，与观众共同传承红色基因，汲取继续

前进的智慧力量。

2.形态融合表达创新，构建新型节目形态

《精神的力量》积极探索“形态融合，表达创

新”。通过“3个一”构建节目形态：一种精神。

每集在一种精神统领下进行阐述；一段党史，通

试论党史类节目的试论党史类节目的
形式创新与融合传播形式创新与融合传播

——以浙江卫视《精神的力量》为例

倪 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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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对电视剧集的整理汇编，加上经典场景演绎、

艺人现场寻访等手段，感悟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

命。一位讲述人。选用演员担任嘉宾讲述人，深

入挖掘、动情讲述，用三类不同演员在各个场景

中讲述故事，包括让明星来演，如邀请在影视剧

中饰演毛泽东的演员到现场讲述和串联；找革命

后代来说，如邀请抗美援朝老兵后代韩雪讲述故

事；带年轻演员去学习，如邀请时代少年团中的

宋亚轩和刘耀文走进当年革命先烈战斗过的地方

讲述故事，让年轻人了解历史，从而带领更多年

轻人热爱党史。一份传承。不仅在节目中全面展

示精神，同时也力求能达到破圈传播的影响力。

3.纪实手段生动呈现，构筑党史节目新视角

《精神的力量》用多维度、多层次、多融合

的表达方式，构筑起党史节目的新视角，力求为

观众呈现一场关于党史的视听盛宴。在户外实景

讲述的基础上，也结合演播厅的艺术化表达，精

心设计了许多以情动人的微演绎，情景化地展现

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精神，给观众带来沉浸式的

体验。

《精神的力量》借助宣讲嘉宾和“精神发源

地”的实地寻访，充分讲述党史故事。在创作

“两弹一星精神”过程中，主创团队紧扣“少年

强则国家强”这一核心意向。在嘉宾人选上，选

择深受青少年群体喜爱的正能量偶像团体“时代

少年团”中的宋亚轩和刘耀文担纲该期节目的嘉

宾，以寻访人的身份来到海拔3100米的青海金

银滩草原，寻访新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

——211基地。跨越60年的时光，一起重温了钱

学森、邓稼先、郭永怀、王淦昌等先辈淡泊名

利，潜心研究，在茫茫无际的戈壁荒原，奉献自

己青春和生命的燃情故事。

（二）党史教育的可视化

1.人物的跨时空对话

《精神的力量》引入讲述人的角色，邀请韩

雪、侯京健、张歆艺等正能量艺人。这些嘉宾有

些以剧中人的身份出现，如毛泽东的扮演者侯京

健，能够让观众从他们扮演的角色中“移情”至

真实的历史人物身上。有些以普通人的身份，给

予观众情感共鸣的支点。如抗美援朝战争中，韩

雪的爷爷曾经是一位光荣的志愿军战士，她追寻

祖辈的足迹来到鸭绿江畔，讲述那个年代的热血

以及爷爷奶奶的故事，找寻自己的红色足迹。今

天的讲述人与那个年代的历史人物展开跨时空对

话，严肃主题的生动表达使党史变得可视化，共

产党人的伟大精神则在对话中自然流露，引起观

众的共鸣。

2.地理空间的跨越式重叠

《精神的力量》摄制组在对电视剧集片段的

组合拼接及有机串联的基础上，也来到“精神”

的缘起之地，与观众分享精神的滋养和洗礼。这

种与节目内容高度契合的讲述方式，不仅让内容

传达拥有更好的代入感、沉浸感，更让一种种伟

大精神充满了可亲可感、可信可敬的独特魅力。

当讲述嘉宾带领观众来到历史现场，每一次凝

望、触摸、对话，都加深了情与景的交融。

“两弹一星精神”节目中，在青海金银滩，

两名分别为15岁和17岁的中学生寻访中国第一

个核武器研制基地。他们致敬英雄，感悟精神。

节目播出后引发了观众，特别是同龄人关于“少

年强则中国强”的强烈共鸣。解读“精神”内

涵，感怀“精神”力量，节目用厚重的情感作为

连结观众的纽带，以共情共鸣助推节目的传播。

在“抗美援朝精神”的讲述中，韩雪追寻祖辈的

足迹来到鸭绿江畔，追忆爷爷当年战斗过的地

方。地理空间的跨越式重叠使精神的讲述更加生

动，引发观众的共鸣。

二、吸引年轻力量 融合时代传播

《精神的力量》选择年轻观众喜欢的表达语

态，邀请张涵予、张歆艺、李易峰、宋亚轩、刘

耀文、邓恩熙等新生代演员和正能量嘉宾作为讲

述人、寻访人的角色出现，以年轻人的视角开启

感悟精神谱系的青春旅程。时代少年团成员、新

生代演员邓恩熙来到红色历史现场，亲身感受、

参观学习，完成了“红船精神”“两弹一星精神”

“红岩精神”等主题的录制，以百年党史立少年

之志，以信仰之光照亮未来之路。与此相关的节

目录制信息，当天微博话题阅读量破 2000 万，

带动《精神的力量》主话题阅读破5000万。

随着新时代媒体融合的进一步发展，多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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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体时代，推进政务发布和媒体深度融合

早已成为一项战略任务、系统工程，一时间多档

政论访谈类节目应运而生。政务发布讲究摆事

实、说故事、树形象、抒情感、讲道理，要做到

既能让政论观点寓于鲜活的故事中，又能让老百

姓了解丰富的社会生活，把功夫做在平时、做在

细微处。因此，政论访谈类节目出现的必要性不

言而喻。但与此同时，政论访谈类节目又陷入可

看性不强的尴尬境地。传统的政论访谈类节目不

可避免地走“高大上”的路子，难以从可读向可

视，从静态到动态，从一维到多维的创新融合，

在和受众的情感沟通上显得过于“冷漠”，过分

注重立场态度而忽视了人文关怀，缺乏温度和情

怀。“酒香也怕巷子深”，政务发布听上去和老百

姓的生活离得很远，实际上点点滴滴都与生活相

关。政务发布要想深一层、多走一步，就要呈现

政府工作的不同侧面，打通“官方舆论场”和

“民间舆论场”的间隔，把握和放大“主场优

势”。

2018 年，浙江电视台经济生活频道推出一

档全媒体时政节目 《有请发言人》。时至今日，

栏目已经走到了第六季。全新一季以八八战略

20 年为主题，跟随省商务厅、省交通厅、省林

业局等厅局，走进广交会、梅山港、安吉余村等

地，实地探访沉浸体验20年来政策带给当地的

变化。

一、问题设置触达本质 直击人心

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李希光教授认为：

“懂得新闻发布的技巧非常重要，新闻发言人的

语言表达要生动鲜活、简洁明快，少讲官话、空

话和套话。善于运用技巧，让政府的声音通过媒

体传达给受众。”①《有请发言人》的每期节目在

录制前的沟通环节就是秉持这样的原则，在准确

传播政策内容的基础上，通过发言人表达的鲜明

让让““政政””能量有大流量能量有大流量
——政论访谈类节目《有请发言人》的全媒体传播创作谈

梁舟怡

多渠道的传播成为电视节目宣推的重要抓手。

《精神的力量》 通过线上线下融合推广。线上，

充分利用平面媒体、新闻网站、资讯 APP、视

频渠道、微信大号等新媒体资源，更深更广地传

播节目相关内容，在哔哩哔哩平台，节目的阅读

量近300万。由时代少年团讲述的“两弹一星”

精神这一章节内容引起了网络热议，很多年轻人

因为时代少年团的介入被吸引到节目中，从中感

受到国家自豪感和时代责任感，大大提高了节目

的影响力、认可度和传播力。线下，利用报纸、

电视等媒体资源综合报道，旨在增强宣传的权威

度，进一步提高影响力和关注度。

《精神的力量》一经播出，党史类的节目能

吸引众多年轻受众的现象，也得到了众多媒体的

关注，人民网、光明日报客户端、光明网、学习

强国、中国网、中国青年报、国际在线、环球

网、中华网、文汇报、北京头条、文化报、澎湃

新闻、南方网、南方日报客户端、一点资讯、今

日头条、搜狐新闻、腾讯新闻、凤凰新闻等主流

媒体平台纷纷报道。主编温静、传媒内参、国家

广电智库、深度文娱、纪录中国等多家头部微信

新媒体平台推文力荐，刊发当天阅读量突破2万

人次。

《精神的力量》探索党史教育宣传片的创新

表达方式，以历年来经典的、有影响力的电视剧

为主体素材，采用“电视剧汇编+嘉宾宣讲+采

访解读+外景拓展”的融合表达方式，深入浅出

地阐述中国共产党人百年来形成的伟大精神，为

党史学习教育可视化探索出一条独特路径，充分

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内涵实质、时

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作者单位：浙江卫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