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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创优之我见

去年和今年，浙江沿海多次发生鲸豚搁浅

事件。因为现代社会“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

的普遍认知和大众对野生动物的爱护，每次这类

事件发生都会成为社会热点，引发全国关注，并

由此成为媒体突发事件报道的一个新的分支。如

何做到在准确及时报道的同时有效引导社会舆

论？笔者在多次报道实践中也在不断思考总结。

每次鲸豚搁浅事件，浙江之声均全程参与

相关救援的采访报道。实践表明，融媒时代主

流媒体在报道此类突发救援事件时，应基于自

身融媒体传播矩阵，持续追踪、联动各方、理

性复盘，力求在客观、准确报道最新救援动态

的同时，及时有效引导社会舆论。

一、持续追踪、一问到底

指尖时代，信息“爆炸”。突发事件中，主

流媒体在抢抓第一落点的前提下，更应立足现

场、一再追问，围绕最新动态、舆论热点，通

过多方信源不断加以核实，确保报道中涉及的

关键信息准确及时，避免成为“不明真相的围

观群众”。

2022 年 4 月 19 日，一头体长 19 米、重约

70 吨的成年抹香鲸在浙江宁波象山海域搁浅，

引发全国关注。当地政府迅速集结各方力量展

开营救，相关领域专家纷纷从外地驰援现场，

经过20个小时的生死营救，抹香鲸于4月20日

清晨被放归大海。

鲸豚救援，对于不少人而言尚属未知领域，

何况在象山海域搁浅的还是一头体型庞大的巨

鲸，救援难度特别大。当天，浙江之声在发出

鲸鱼搁浅的首条快讯后，持续求证核实救援现

场的核心信息，并运用融媒手段及平台不断予以

更新和矫正，力求发布的每一条微博微信、每一

篇广播报道都能做到言之有物、“一问到底”。

4 月 19 日上午，当现场人员在事发伊始透

露鲸鱼“状态良好”后，浙江之声及时报道，

迅速跟进，通过救援一线的渔政工作人员得知，

鲸鱼的状态在中午时分已经“不是很好”了。

4 月 19 日 13 时 20 分，发布微博 《救援人员：

搁浅鲸鱼无法拖动，要等晚上涨潮》，援引渔政

工作人员的采访，通过短视频的形式，率先报

道了鲸鱼因退潮完全被困在滩涂上，只能等待

夜晚涨潮再作尝试这一关键进展信息。浙江省、

宁波市的多家媒体纷纷跟进、转载了这条消息。

在此类突发救援报道中，要做到及时准确

的报道，信源的筛选、援引必须格外谨慎。

2021 年 7 月，台州头门港海域的瓜头鲸搁浅救

援事件中，浙江之声采访到了浙江省农业农村

厅相关处室负责人、自然资源部海洋保护专家

等业界权威人士，结合现场所见所闻展开报道。

同样发生在 2021 年 7 月的宁波宁海糙齿海豚搁

浅救援，浙江之声基于对渔民、渔政人员、属

地政府负责人、海洋生物专家等多方人士的采

访，持续追问“救援进度为何相对缓慢”“鲸豚

为何接连搁浅”等一系列焦点话题。

今年 4 月的抹香鲸搁浅救援，和之前的鲸

豚救援报道一样，涉及大量专业知识及专用措

辞，记者在采访报道过程中，首先要做到自我

科普、自我消化，再转化为通俗易懂的新闻语

言传播给受众。4 月 19 日下午，抹香鲸整个身

体裸露在滩涂上，网友们通过前方传回来的图

片、视频能够看出，救援人员给鲸鱼在泼水，

目的是给它的体表降温。而记者在采访中了解

到了更重要的信息：相比于肉眼可见的困难，

现场海洋动物专家更担心的是，失去了海水浮

力支撑后，鲸鱼的自重会损伤体内脏器，并进

一步危及其生命安全。对于这些信息，浙江之

声均如实记录，并整合进相应报道，在 《浙广

早新闻》 中播出，努力把鲸鱼救援的重点、难

持续追踪持续追踪 多方联动多方联动 理性复盘理性复盘
——主流媒体做好鲸豚救援报道的几点思考

高 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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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讲明说透。

二、多方联动，同屏共振

突发事件中的部分现场，记者无法在第一

时间到达，鲸豚搁浅的第一事发现场大多位于

海上，记者及时赶到的可能性更低。并且由于

此类救援中事态发展的不可预见性，记者同样

可能错过一些重要时刻。对于主流媒体而言，

整合资源、为我所用，在鲸豚搁浅救援这样的

突发报道中就显得尤为关键。

今年的抹香鲸救援报道，浙江之声依托常

态化通联网络和记者日常维护的通讯员队伍，

从一开始就联动象山县委宣传部、象山县传媒

中心、象山县水利与渔业局、象山消防救援大

队等单位部门、社会组织，共享救援资讯动态，

为记者的采访查漏补缺、更完整地呈现救援现

场的方方面面。

4 月 19 日上午，渔政船和渔船赶到事发海

域，展开第一轮营救，希望能把抹香鲸从浅水

区“赶”到深水区。媒体无法瞬时抵达海上的

第一现场，几番沟通后，前方渔政人员用手机

传回视频。画面中，鲸鱼用尾巴拍打着海面、

激起浪花，几艘船艇则尝试用绳子将其拖向深

海，场面震撼。基于这些视频素材，浙江之声

结合前方救援人员的电话采访录音，及时在报

道中嵌入音视频作品，让网友、听众所获取的

资讯更直观、更立体。

4 月 19 日晚，随着潮水渐涨，所有媒体被

迫从滩涂撤离，抹香鲸救援随后进入了最关键

阶段。消防、渔政等部门的救援船艇早早等候

在海上，只待潮位涨到最高点时，将抹香鲸拖

曳入海。由于船上空间有限，出于安全考虑，

救援人员谢绝了媒体登船报道。这意味着，事

关成败的海上救援现场，记者无法到达。当晚，

浙江之声联合浙江省消防救援总队，基于消防

的信号源，发起视频直播，由船上的消防指战

员拍摄、采访、讲解鲸鱼救援的实时进展。当

晚的视频直播持续到次日凌晨近 3 点，直到海

上信号无法满足传送要求为止。

同时，在这数个小时的直播期间，浙江之

声同步与海上的救援船艇保持联络，不定期与

象山消防救援大队石浦站站长等一线人员互通

有无、更新信息。比如，记者通过消防员获取

了抹香鲸在拖曳途中喷水换气的手机拍摄视频

素材，迅速剪辑加工。浙江之声于4月19日23

时11分发布微博 《边游边喷水！搁浅的大鲸鱼

正在前往深水区》，并在视频配文中以救援人员

现场见闻的方式，点出了“鲸鱼的状态比搁浅

时要好得多”。

第二天，也就是 4 月 20 日一早，抹香鲸被

放归大海的视频素材，也是由海上救援人员从

前方传回。记者同步通过电话、短信、微信等

方式连线参与救援的消防员，确认放生的时间、

大致方位后成稿。当时正在直播的 《浙广早新

闻》 随即插播了这一振奋人心的最新消息，受

到听众广泛好评。

三、客观回溯、理性复盘

2021 年以来，鲸豚搁浅事件在浙江沿海屡

次发生。除了直击现场、准确及时报道相关救

援行动，媒体复盘不可或缺。基于客观原则的

回访，可以为受众解答不曾明晰的疑问，解锁

记者因不可抗力而不曾涉足的现场，还原细节、

理性复盘，在议论纷纷中引导社会舆论、发出

主流声音。

今年 4 月 20 日清晨，在宁波象山搁浅的抹

香鲸被放归大海，现场救援告一段落。4 月 20

日-21 日，记者先后回访了自然资源部第二海

洋研究所高级工程师翟红昌、浙江省森林资源

监测中心工程师周佳俊、象山消防救援大队石

浦站站长王海鹏等多名“鲸”险大营救的亲历

者，试图通过当事人口述，还原海上救援现场

那些未被触及的细节。比如，在夜晚拖曳救援

中，船艇拖一会儿停一会儿，目的是尽量减少

拖拉对鲸鱼的损害，因此，整体救援进度相对

较慢。又比如，大家从放生视频中看到了抹香

鲸迎着朝阳游向深海的动人画面，但通过回访，

记者了解到，由于需要割断鲸鱼尾巴上的拖引

缆绳，放生环节的难度系数很高，救援艇甚至

一度被拉拽得倾斜30度角。这些小故事，消防

员在接受采访时均娓娓道来。

20 日当天，不少网友及自媒体都沉浸在

“有鲸无险”的喜悦中。但在进行复盘报道时，

主流媒体应一如既往、时刻保持对新闻客观性

的警惕，而“客观原则的核心是把事实与意见

分开”①。正如浙江省森林资源监测中心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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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佳俊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使用的措辞，抹香鲸

救援取得的是“阶段性成功”。周佳俊指出，由

于没有条件和能力做全面身体检查，抹香鲸还

有二次搁浅的可能。而对于当时网上不胫而走

的“全球首例”“全国首例”等论断，浙江之声

也逐一向救援专家组进行核实，得到的确切回

答是，这次历时20个小时的救援“将成为救助

大型搁浅鲸类的范例”。

通过后续回访，记者了解到，本次抹香鲸救

援行动得到业界权威人士的肯定，很大一部分原

因归功于属地政府当机立断，及时引导、集结多

方力量的协同操作。救援现场总指挥、宁波象山

县水利与渔业局副局长倪建泉更是在采访中为救

援现场的民间力量点赞，他说：“赶海的村民让

我们特别感动，他们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给鲸鱼

泼水保湿。”这场发生在浙江沿海的合力营救，

诠释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丰富内涵。

在复盘报道中，浙江之声也援引各方人士的同期

声，生动展现了这一理念的内涵和意义。

参考文献：

①杨保军《新闻理论教程》，北京：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7页。

（作者单位：浙江之声）

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对突发事件新闻报道，

无论是在速度上还是品质上，都提出了更高要

求。如何更好、更准确、更有意义地完成突发

事件新闻报道，是对新闻工作者的一大考验，

也是媒体竞争力的体现。本文以浙江卫视 2022

年 4 月 21 日播出的 《今日评说：从“鲸”险救

援到“鲸”喜回家》 为例，对突发事件新闻访

谈技巧进行探讨。

一、用速度抢占先机

突发事件报道重在时效性。《今日评说》栏

目的3位记者在得知抹香鲸救援成功的消息后，

第一时间从杭州出发，驱车4小时前往事件发生

地宁波象山。在行车途中，3位记者分别收集事

件信息，联系访谈专家、事件亲历者，以及寻

找合适的访谈地点。在到达象山当晚，就初步

梳理出了第二天的访谈提纲和VCR拍摄方案。

在第二天的录制中，摄制组分工明确，摄

像和技术负责挑选、布置录制场地，一位记者

主攻访谈内容，另外两位记者分别拍摄节目中

插VCR。在VCR拍摄时，打破以往记者跟着多

个采访对象到处跑的方式，而是把几位事件亲

历者邀请到救援船只所在的渔政码头集中采访，

提高了效率、节省了时间，使得原本至少需要

一天时间的采访在短短半天内得以完成。

高效率的背后也离不开团队协同作战。在

驱车回程途中，3 位记者分别撰写节目文稿、

联络浙江消防提供素材、联络兄弟台进行事件

相关海采。同时，后方编辑提前将相关素材拷

贝入库、新媒体预告提前设计发布。正是因为

做足提前量，在摄制组傍晚才回到杭州的情况

下，节目做到了当晚播出。

在此次报道中，记者第一时间赶到事件发

生现场、获取第一手信息，既保证了报道的真

实性，又让访谈充分体现出现场感。抹香鲸救

援经历了争分夺秒的21小时，创造了奇迹，而

“救鲸记”报道，从策划到播出用时也不到 21

小时，和时间赛跑，抢得了先机。

二、用细节锦上添花

细节是新闻报道的关键要素，对于增强节

目的真实性、可看性、感染力具有重要作用。

在记者出发时，不少新媒体、自媒体平台已经

对事件梗概进行了图文报道和视频直播，为了

浅谈突发事件新闻访谈技巧浅谈突发事件新闻访谈技巧
——宁波象山抹香鲸救援事件复盘思考

顾宁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