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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电视政论片作为传统电视媒体的重

磅产品之一，广泛运用于重大主题宣传报道中。

进入媒体融合时代，电视政论片在创作和传播

过程中，出现了哪些新规律、新趋势和新变化？

本文以浙江卫视推出的电视政论片 《赶考》 为

例，从思想立意、结构框架、表达方式、技术

手段和传播效果等多个层面进行论述，为打造

现象级“爆款”产品提供借鉴。

关键词：电视政论片 融媒传播

电视政论片一直是电视产品中的“超常规

武器”。区别于新闻、纪录片等其他形态的电视

节目，它具有强烈的政治理论色彩，又有严谨

的思维逻辑和生动的表达，目的是引发社会的

深刻关注。党的十九大以来，随着媒体融合的

加快发展，观众对电视产品的需求发生了明显

变化，电视政论片也在立意框架、表达手法、

传播思路等方面迭代升级，一批带有鲜明新时

代特色的优秀政论片与观众见面。电视政论片

《赶考》正是其中一例。

为迎接浙江省第十五次党代会召开，由浙

江省委宣传部指导，浙江广电集团精心创制的

电视政论片 《赶考》，于 2022 年 6 月 19 日在浙

江卫视首播。该片围绕 5 年来浙江全省上下牢

记总书记嘱托，主动面对打造“重要窗口”、探

索共同富裕和省域现代化先行等重大命题，有

效应对百年变局、世纪疫情带来的一道道难题，

通过共富探路、同心战疫、稳进提质、数字变

革、开放新局、美好生活等 6 个篇章，用生动

的基层实践故事、丰富的电视视听语言和精到

的专家评述，见证 5 年浙江赶考路的不寻常与

不平凡，呈现 5 年来浙江大地发生的深刻变化

和变革。节目播出后，迅速成为“爆款”，全网

播放量迅速突破5000万。

“爆款”的背后并不是偶然。从媒体融合发

展的要求来看，电视政论片创作过程的“脚力、

眼力、脑力、笔力”与传播结果的“传播力、

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不再是单向输出，

““爆款爆款””背后背后 融媒先行融媒先行
浅谈电视政论片浅谈电视政论片《《赶考赶考》》创作传播新趋势创作传播新趋势

姜周轶

50.5 万，并被人民日报客户端、学习强国、新

华网、凤凰网等平台转发。

《四好农村路串

起通达致富路》

《宁波舟山港传承

丝路 港通天下》

《突破边界助力

长三角一体化》

五、结语

“变革重塑、创新制胜”是浙江省第十五次

党代会报告中反复出现的关键表述，这同样应

当成为主流媒体，特别是广播电视地面频道做

好重大主题报道需要遵循的工作理念，在内容

创新、话语创新、运营创新、技术创新等方面

形成内源性动力和内生性机制，焕发媒体创造

活力，不断转变话语体系和叙事风格，真正让

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作者单位：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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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已经成为新的手段、方法、路径和效果导

向，反向影响电视政论片的制作传播过程。本

文结合《赶考》，谈谈融媒时代电视政论片创作

传播的新规律、新趋势、新变化。

一、突出人本精神成为政论片立意新方向

立意、破题是电视政论片成功的关键，既

不能过于概念抽象、“阳春白雪”，又要有一定

的思想底蕴和延展空间。在以往，政论片多以

口号、时间、地点、成就等标示性词汇为题，

如 《大国外交》《雄关》《改革开放永不停步》

等，反映的都是重大主题和宏大叙事。但是近

年来，更多适合新媒体传播语境的政论片出现，

如 《你的样子》《C位是怎样炼成的》 等，在保

持重大主题的前提下，政论片的语调有了平民

的口吻。

作为当今中国的治国方略，“以人民为中

心”成为社会的共识。对电视政论片来说，作

为国民人文教育的一部分，也应该是一种体现

人文关怀的载体，只有把关注人、以人作为切

入点、以人作为表现主体的人本精神成为最基

本、最重要的指导思想，电视政论片才有持久

的生命力，才经得住受众和时间的检验。

在 立 意 上 ， 电 视 政 论 片 《赶 考》 中 的

“赶考”二字，既是人的行为动作，又紧扣中

国共产党“赶考永远在路上”这个时代命题，

突出了人本精神和时代感，实现了上接“天

线”、下接“地气”，把握住“时代是出卷人、

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的主题思想，

以浙江生动的发展实践回应人民群众所盼，

充分展现了党中央的部署和浙江见行动的落

地生根。

在叙事中，《赶考》摆脱一般成就报道的桎

梏，从老百姓的故事切入，注意把控好“软”

和“硬”的节奏，“点”和“面”的关系，把理

论概念转化为典型案例。如在共富探路篇，抓

住了衢州开化和淳安下姜村这两个相隔仅有 50

公里地方的两场热闹活动——“大下姜”农家

招牌菜大比武和“共富比拼、争先竞跑”擂台

赛，虽然形式内容大不相互，但人物形象生动，

都呈现了浙江在共同富裕从实践到机制探索的

活力。

在剪辑中，《赶考》也特意选择了一些具有

烟火气和人物生动的画面，取代过去政论片中

的大江大河、云海之上的航拍画面，不过分炫

技。包括配音和配乐也尽量避免使用过于高亢

的音调，用更加平实的基调和优美的旋律铺陈

老百姓身边的故事。

二、挖掘群体记忆成为共情创作新模式

以往的电视政论片凸显一个“论”字，强

调一个“理”字，往往容易忽视电视最重要的

表达意义——共情、共振和共鸣。

共情可以说是电视政论片的血肉。所谓共

情，其实就是能引起观众情感共鸣的要素。这

一要素可以是具体故事，也可以是一张有代表

性的照片。它们背后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就是

集体记忆。当记忆从个人记忆变为群体记忆，

再上升为社会集体记忆，个人得以与国家、社

会产生关联，并在更宏大的叙事中定位自我形

象，认同也由自我认同发展为群体认同，最终

实现对社会、国家的认同。这正是电视政论片

的价值所在。

电视政论片 《赶考》 特别注意了对浙江 5

年来经济社会发展中群体记忆的挖掘，坚持大

场景小切口，与民心同频共振。在历次审片中，

来自浙江省委宣传部、浙江广电集团的多位领

导也特别强调，片中要特别注意展现浙江 5 年

来关键时刻的感人瞬间。比如，在“同心战疫”

篇，记者回访了2020年疫情期间感动全网的浙

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最小的娃”、浙江

省人民医院再一次剪去长发的援沪医疗队护士，

以及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四医院隔门一吻感

动瞬间的当事人，通过一张张勒痕的面孔、一

位位或站或躺卧的医护人员，让大家瞬间回到

了疫情阻击战的情境中，引发受众观后这样的

评论“第一次看政论片看哭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些“集体记忆”发

掘的背后，离不开创作者对时代的准确梳理，

同时也需要有深厚的日常积累。《赶考》 的幕

后创作团队，都有 10 年以上的新闻工作经验，

在 《浙江新闻联播》《今日评说》 等每天的日

常节目中就接触各类新闻事件，同时参与过多

部专题片的制作，对浙江过去 5 年内发生的新

闻事件可以说“如数家珍”，才能做到“信手

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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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把握碎片化思维成为结构框架新思路

碎片化是社会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第一

个显著特点，也在更深层次引发了融媒体时代

“内容为王”的重新思考。如今的受众很难接

受长篇大论，语言简洁、提纲挈领更能抓住受

众的注意力。而电视政论片似乎与此背道而

驰。它更强调思想的整体性，主要赛道是“长

视频”，主要传播逻辑是“以理服人”。那么，

电视政论片与碎片传播是否只能“对立”，无

法“统一”？电视政论片 《赶考》 对此做出了

探索。

首先，设置主题章节。51分50秒的“长篇

巨制”，并不是“一气呵成”，而是故意设置了

6 个主题章节，每个章节都有一个分标题，如

同章回体小说一样，让受众在观看时，每隔七

八分钟就有一个情绪的释放和舒缓。这打破了

传统电视政论片“起承转合”的叙事结构，让

作品获得了更大的创作空间。同时，也为融媒

传播提供了便捷。节目播出后，6 个篇章随即

作为衍生品在新媒体平台上分发，扩大了节目

的传播力。

其次，“长视频”衍生出“短视频”。在

《 赶 考 》 播 出

后，一部《遇见

|忆起走过浙五

年》 的 短 视 频

MV 也在各个新

媒体平台现身。

这部短视频 MV

正是脱胎于电视

政 论 片 《 赶

考》，通过二次

创作，用极美的

画面和一手素材

集中展现浙江 5

年 来 的 感 人 瞬

间，再次引发强

烈关注。同时，

引导更多的受众

去“回关”《赶

考》 的 完 整 视

频。

由此可见，在今后的创作中，电视政论片

如何在创制初期就把握好碎片化思维，充分顺

应时代发展的趋势和要求，已经是一条必由之

路。

四、融合内容生产平台成为素材“大数据

库”

对于电视政论片来说，电视采访所需要的

高附加成本，使其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往往是高

投入，但绝对性价比不大，前期投入产生的传

播价值无法实现最大化。但是如果在同一个集

团的不同媒体，或者不同媒体的统一平台下，

能够实现互动和整合发挥协同效应，使媒体资

源用途发挥最大化，就能以相对节省的成本获

取大的收益。

正是依托浙江广电集团的“中国蓝云”全

媒体融合生产平台，政论片 《赶考》 打造了丰

富的内容“大数据库”。这个平台既有浙江广电

集团 5 年来所有珍贵的历史新闻资料，又有来

自全省 100 多家县市媒体供稿的新闻素材，创

作者可以调用各类航拍、风景、人物等画面和

历史资料，又可以预约各地方台拍摄新近发生

的鲜活案例，大大降低了政论片的成本。《赶

考》从进入后期制作到第一次审片，只有10天

不到的时间，就能做到大海捞针式地精选极致

画面，交出第一个成片，融合内容生产平台功

不可没。

当然，有了“大数据库”并不代表一劳永

逸。电视政论片的创制依然离不开“真情实感”

的一手素材。《赶考》正是从一场纪实拍摄的端

午节龙舟赛引入，通过“农家一扇门，时代一

扇窗”的点睛之语，展开了 5 年来浙江发展的

故事。如果没有创作者亲身实地拍摄过，就很

难抒发这样的感慨。如果没有精心把控、设计、

采访过省内外知名研究机构和高校的专家学者，

也很难做到将政论片的主题升华。因此，“大数

据库”只是媒体融合下的技术手段，创作者如

何践行“脚力、眼力、脑力、笔力”，依然是作

品成功的关键。

五、提升产品意识成为融媒生产共识

产品意识或者产品思维，这个词过去往往

用在IT行业，但近年来越来越多地被传统媒体

所关注。它指的是一种站在产品角度思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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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维方式，主动去思考产品设计、用户体验、

运营模式等一系列问题。

在过去，一部电视政论片的产品就是政论

片本身，它的输出是单向而且单一的。一部政

论片能否成为“爆款”，简单地取决于它的质量

和传播渠道。但是在媒体融合的当下，电视媒

体本身不掌握绝对话语权的情况下，提高产品

意识已经越来越成为共识。

对产品意识的最大共识是要增加产品的入

口，提升用户体验。过去，电视政论片仅仅在

电视台播放，如今网络成了流量的最大入口。

《赶考》在创作过程中就有非常完整的融媒传播

计划。除正片以外，《赶考》还设计了新媒体海

报、图文预告贴、完整视频推送、碎片化短视

频等各类衍生品，方便受众从微博、微信公众

号、朋友圈、客户端等各个入口观看 《赶考》。

同时从各个侧面了解内容，扩大传播力和影响

力。比如，通过浙江省委宣传部官方公众号

“浙江宣传”发布 《回放 〈赶考〉 中的五个瞬

间》，当晚帖子点击量就突破了10万+；文章还

被新华社客户端浙江频道首屏重点推荐；学习

强国也开设专题页，引发了 《赶考》 完整视频

在中国蓝新闻客户端的再度关注，并迅速突破

10万+的观看量。

当然从产品意识出发，也要考虑电视政论

片和它的衍生品在不同融媒平台上如何做出正

确的语态表达，如果是简单地搬运时长50多分

钟的全片或全文，很难成为“爆款”。这就需要

二次加工和二次创作，背后下的功夫，其实并

不比正片简单。前面提到的 10 万+文章，就是

由同一栏目的新媒体编导二次创作而成。

六、整合融媒传播渠道成为“爆款”发动

机

随着主力军向主阵地转移，整合融媒传播

渠道成为传统媒体的必修课。在电视政论片的

融媒传播中，同样要发挥各渠道的优势，共同

发力，激活各传播主体之间的互动。

电视政论片 《赶考》 的融媒传播是浙江在

政论片领域全媒体发力的首度尝试。《赶考》除

在浙江卫视首播，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

外，还首次联合全省 11 个地市主要电视频道，

进行同步转播。在浙江发布、浙江新闻客户端、

天目新闻客户端、小时新闻客户端、“美丽浙

江”矩阵号以及全省11个地市主要新媒体平台

同步推出，央视频等全国主要新媒体平台同步

分发，形成了播前、直播中、播出后的全覆盖，

取得了较好的传播效果。收视率超过0.6，位列

全国第三。

《赶考》的背后，也是对浙江全省融媒传播

渠道的一次自上而下的整合实验。全省宣传部

门、新闻单位联合构建起传播矩阵，同一时间

为同一部作品发力，从效果来看能量非常可观。

七、结语

电视政论片 《赶考》 成为“爆款”产品，

不仅是依靠过硬的产品质量和自上而下打通的

传播渠道，也是顺应媒体融合下的创作思路的

主动转变和新媒体传播的主动出击，是浙江广

电集团融媒改革进程中的一次有益尝试，体现

了融媒时代电视政论片创作传播的新规律、新

趋势、新变化。

但就目前来看，在进入融媒时代后，电视

政论片要想“老树开新花”，仍要解决曲高和

寡、互动性不强等诸多问题。比如表达方式还

有待进一步突破，需要引入更年轻的语态和更

新颖的视听化手段。传播方式仍显单一，可以

利用 H5、VLOG 等更多新媒体手段，生产更多

符合抖音、B 站等社交媒体定位的衍生品。融

媒传播提前介入意识仍显不强，没有在播出前

一段时间就形成集群式轰炸，这些都值得继续

探索。其中更暴露出了传统媒体在向新媒体组

织架构过渡中，部门沟通不畅、多头指挥等问

题，还需进一步磨合与完善。

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围绕电视政论片的

创作发展，未来还需要寻找新路径、新打法，

不仅要抓好“内容创作”本身，更要注重“内

容生态”，不断提升创新能力，拓展创新传播新

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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