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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优论坛

生新奇。但新媒体技术的组合方式却是无限的，

每一种新的组合，都是一次技术应用上的创新。

创作者可以将一些前沿的跨界技术，如全息投

影、720°全景拍摄、无人机航拍、裸眼3D成像

等融入到视频制作的特效技术中去，尝试多种技

术的不同融合方式，以打破创作边界，达到不断

创新的目的。以《中国蓝裸眼3D剧场·我们的

时间胶囊》为例，创作者在营造用户第一视角沉

浸式体验的同时，加入了裸眼3D元素，进一步

加深沉浸的程度；《藏在音符里的共富节奏》在

创作“跑酷”动画的同时，加入交互弹琴，让数

字和娱乐“跨界联名”。可见每一个产品的技术

叠加，都达到了1+1＞2的效果。

参考文献：

①侯皓、陈晨《论主流媒体的短视频内容创

意与生产》，《传媒评论》，2019年第9期。

（作者单位：浙江广电集团融媒体新闻中心）

2021 年度浙江省广播电视新闻奖评选中，

广播消息、连续 （系列） 报道、新闻访谈节目、

新闻节目编排四项，共收到参评作品87 件，评

出一等奖7件、二等奖11件、三等奖16件，获

奖率为 39.1%。获奖率进一步走低，增强了新

闻创优比拼激烈的程度。四项作品的评选在题

材的重大性与鲜活性、作品的深度性与可听性、

采制的规范性等各个方面，对作品评奖提出了

更高的标准与要求。

一、广播消息：题材重大，采写要有鲜活

性体现

此次评奖，提交复评的广播消息共 46 件，

评出一等奖3件、二等奖5件、三等奖8件，获

奖率低至 34.8%。较多评委呼吁，广播消息创

优，要跳出全国、全省“首个”“首例”“首次”

等简单化的新闻价值挖掘思路与模式，在抓重

大题材的同时，注重鲜活性的体现。如 《我国

首条民营资本控股铁路——杭台高铁今天试运

行》，而2016年度杭台高铁开工报道已经获奖。

又如 《今天，全国首例自诉转公诉诽谤案在杭

州宣判》，2020 年度相关作品也已获奖。此类

消息，工程或事件有新进展，需要报道，但参

与评奖的竞争力已经丧失。广播消息创优，在

抓重大题材、重要突破的同时，更要关注鲜活

性的挖掘与体现。比如，浙江之声消息 《浙江

在全国首创省市县三级医学检查互认共享》，不

仅仅凭借“全国首创”强调新闻价值，更是以

直接受益者的就诊场景导入，以“为这一句话，

大家整整努力了16年”的深刻背景挖掘，以及

诸多的鲜活细节，拿下了一等奖。同样，嘉兴

市广播电视台送评的消息 《今天起延长服役 20

年“国之光荣”秦山核电再创“零的突破”》

以扎实的采访，更显鲜活性。特别是挖掘了秦

山核电人用10年时间持续技改，实现了核电原

型堆的“脱胎换骨”，各项性能指标保持在世界

前列，重大突破性意义得到了凸显。同样，义

重大性重大性、、鲜活性鲜活性、、深度性深度性、、可听性可听性、、
规范性的规范性的比较与评判比较与评判

——2021年度浙江省广播电视新闻奖广播消息、
连续（系列）报道、新闻访谈节目、新闻节目编排评选综述

吴生华 方永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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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市广播电视台采制的消息 《数字赋能实现

“身后一件事”完整闭环，4000 多万元“沉睡

存款”将找到合法继承人》，首批受益者之一的

采访，一句话就让评委们感受到了这项改革为

百姓带来的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他说：“没想

到，我父亲都去世 8 年了，还有这么大一笔存

款。”消息时长 2 分 26 秒，简洁、明了、生动，

让“沉睡存款”找到合法继承者，数字化改革

带来的突破性变化让听众直接地感受到了。获

二等奖的广播消息中，舟山市广播电视台的

《东西部劳务协作出现新模式，贵州长江流域退

捕渔民在舟山考取船员证重新上岗》 和丽水市

广播电视台的《新闻特写：高山上的生日派对》

同样以鲜活性见长，得到了普遍的肯定，后者

记录的是一群退役老兵回大山峰部队为拥军

“老娘”过70岁生日的生动场景。

二、连续（系列）报道：时效凸显，追踪

要有深度性追求

广播连续 （系列） 报道进入复评的有 22 件

作品，评出一等奖 2 件、二等奖 4 件、三等奖 5

件。获奖率略高，达 50%，说明连续 （系列）

报道以深度性见长，其中的优秀作品普遍得到

了关注。2019 年度开始，中国新闻奖将广播电

视连续 （系列） 报道并入专题类别评选，凸显

了对连续 （系列） 报道深度性的要求。此次评

奖获一等奖的 2 件作品，同样显示了深度性的

特 色 。 系 列 报 道 《浙 江 数 字 化 改 革 “ 赶 考

路”》，3 篇报道 《问题导向，找准改革“突破

口”》《多跨协同，让数字应用跑出“加速

度”》《制度重塑，将改革进行到底》，时长分

别为 8 分、7 分 39 秒和 7 分 35 秒，实际上是一

组系列新闻专题。报道从“小切口”展现“大

变革”，跟踪记录改革进程，抓取了“改革窑

洞”“骑手体验”“火药味十足的现场会”等生

动案例的现场录音或采访，鲜活呈现了浙江数

字化改革元年从数字赋能到制度重塑、从技术

理性向制度性跨越的生动实践。宁波台的连续

报道 《“红色情书”见初心》，3 篇报道以 《尘

封 30 多年的烈士情书首次公布，诉说 80 年前

一段“红色情缘”》《烈士血衣上的十七朵小红

花》《一代代人，永远铭记！“红色情书”收信

人余也萍一家接力修建祭扫林勃烈士墓》为题，

以镇海口海防历史纪念馆最新展出的抗日烈士

林勃牺牲前写给恋人余也萍的最后一封书信为

由头，讲述了“红色情书”背后的革命故事。

作品叙事细腻，音响丰富，连续播放，可以作

为优秀的社教专题来听，既有深度性，又有感

染力。4 件二等奖广播连续 （系列） 报道中，

浙江电台交通之声 《紧急营救！12 头瓜头鲸搁

浅浙江台州头门港》，几天连续播出现场连线报

道18篇，时效紧随救援进程，及时传递现场细

节，快速回应听众关切。杭州市广播电视台连

续报道 《AED 如何真正成为“救命神器”？》 以

问题发现和调查见长，以 2021 年 1 月 1 日 《杭

州市公共场所自动体外除颤器管理办法》 正式

施行为由头，发现杭州AED配置、维护、人员

培训不容乐观，“没得用”“不会用”“用不了”

问题突出，并一追到底，推动了相关细则的出

台。温州市广播电视台连续报道 《学院十一峯

“瘦身钢筋”成舆论焦点，全省开展大排查》，

是一组舆论监督报道：温州市区高端楼盘被市

民投诉钢筋“缩水”，《科林维权热线》 记者及

时展开调查，最终发现开发商将 6 毫米钢筋瘦

身为3.8毫米的违法事实，推动了全省范围内的

“瘦身”钢筋专项检查。台州市广播电视台系列

报道《解锁“省心密码”》，从用户使用体验感

出发，抓住 10 个典型案例展开，生动报道了

“台省心”数字化改革服务应用的“省心”体

验。这 4 件作品题材各异，报道手法也各有所

长，但都具备了深度性的特色，事件性连续报

道连线密度高，推进感强；问题调查与舆论监

督报道采访深入，推动问题破解成效明显；经

验性系列报道案例生动，百姓体验感表达形象。

三、新闻访谈节目：新闻性强，访谈要有

可听性表达

此次评奖，新闻访谈节目进入复评的数量

略多，有15件，评出一等奖1件、二等奖2件、

三等奖 2 件。新闻访谈节目一直是省广电新闻

奖评选中的“窄通道”，虽然作了适当调整，但

仅为33.3%的获奖率，仍是各项类别中较低的。

新闻访谈节目评选，看的主要是访谈人物或内

容的新闻性，以及主持人对事件真相或者人物

故事的提问挖掘能力。一等奖作品、浙江之声

《飞扬访谈》 播出的 《体育课上的“魔法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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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浙江省玉环坎门海都小学教师叶海

辉》，从3件同题材作品中脱颖而出，显示了主

持人扎实的访谈功底。同样是对荣获“2021 年

全国教书育人楷模”体育教师叶海辉的访谈，

台州台的 《让学生动起来》 虽然播出时间比浙

江之声要早，但是在访谈的生动性上还是略逊

一筹。而玉环台的 《“游戏大王”让更多孩子

爱上体育》 就是重播了 《飞扬访谈》 的节目。

“双减”背景下，小学体育老师能获“2021 年

全国教书育人楷模”，人物的新闻价值不言而

喻。但如何能够访得生动可听呢？主持人的第

一个问题显得尤为重要。台州台的访谈节目中，

主持人跟嘉宾说的第一句话是：“叶老师，我先

恭喜你获得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应该说这个荣

誉非常不容易，全国也就10个。浙江您是唯一

一个。”叶海辉说：“从大的来说，应该说我是

遇上了一个好时代了。当前国家这个背景下，

对我们学校体育工作也比较支持，所以说我们

遇上好时代了。另外一个呢，也有个人的不懈

努力，因为自己有努力有付出，静待花开，自

然而然就水到渠成了。”——主持人郑重其事道

贺，嘉宾自然也是十分正式地作出回应。而

《飞扬访谈》节目中，主持人抛出的第一个问题

是：“前不久刚刚获得的‘全国教书育人楷模荣

誉’，您是省里第一位拿到这份荣誉的体育老

师，身边有没有人也会觉得挺诧异，体育老师

也能拿到这么一个全国大奖吗？”略带调侃性的

提问之中，有真实的听众疑问带入。而主持人

轻松的语态同样让嘉宾的回答也幽默了起来：

“还是有一些老师感觉很诧异，体育老师怎么能

获此殊荣。但是从这里应该也可以看出来，国

家层面对我们学校体育是越来越重视。然后。

有个老师发了 （信息） 说，李老师您的获奖是

不是学校体育春天真的来了？我感觉真的。我

说应该是来了。”然后两人就从经常性地“体育

老师被生病”，说到“德智体美劳，体育要占据

五育并举的C位”。一个精彩的提问，很好地把

访谈带入了轻松的访问交流氛围之中。同样的

道理，温州台的 《22 岁的“浙江工匠”是如何

炼成的——专访庄庆康和他的老师肖若进》，和

嘉兴台的 《邵维正：从党史中汲取前进的动

力》，也是以嘉宾人物的新闻性，以及节目整体

推进的清晰层次性，获得了二等奖。

四、新闻节目编排：主体重大，编排要有

动态感推进

广播新闻节目编排不仅考评综合性新闻节

目编排的策划组织能力，还要考量整体的采编

播执行能力，在动态之中快速把握重点、快速

策划编排、快速组织报道，最终快速播出引导

好社会舆论。此次复评，共收到广播新闻节目

编排作品 4 件，评出一等奖 1 件、三等奖 1 件。

浙江之声送评的 2021 年 12 月 27 日 《浙江新闻

联播》，以当天全省数字化改革推进会报道为

头条，在常态化的编排之中，头条引领，安排

了 《数字化改革之道》 特别报道版块，以 《各

地各部门创新推出一大批管用、实用、好用的

数字化应用，推动省域经济社会发展和治理能

力的质量变革》《全省首个“摊省心”应用场

景，让个体经营户更有底气和信心》《全省首

个烟花爆竹相关场景应用“烟花爆竹在线”在

浙里办 APP 上线》 3 篇报道进行组合编排，并

配发“浙广短评”《浙江省委党校陈宏彩教授

认为，一年以来，我省数字化改革实现了三个

“历史性突破”》。无疑，2021 年作为我省数

字化改革元年，于年底召开的全省数字化改革

推进会意义重大。就编排来看，《数字化改革

之道》 也较好地体现了策划组织的编排意图，

但相对而言，特别报道版块 3 条报道都缺乏新

鲜的新闻由头，显得“盘点性”有余而新闻性

不足。作为常态编排，体现了编辑的用心与作

为；但作为新闻节目编排，主体重大，新闻性

与动态感有所欠缺。相比之下，2021 年 12 月

8 日 《杭广早新闻》，以杭州转为常态化疫情

防控之后，遭遇首轮本土疫情为背景，以 12

月 7 日杭州召开新冠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通报

两名新冠肺炎轻型确诊病例有关情况为由头，

推出“携手抗疫 为爱发声”特别报道，更显

新闻节目的快速反应与动态推进性。几路记者

于“昨晚今晨”发回报道或直接连线，及时传

递了 《东新园小区全封闭管控，核酸检测有序

进行》《钱江国际时代广场 2 号楼滞留的 1500

多人已完成 1 轮核酸，大楼内外各方相助》

《不哭不闹，很听话！萧山 100 多名勇敢宝宝

们，登上大巴前往隔离酒店》 等各个隔离点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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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遴选出真正的好“新闻”是每届新闻

奖评委的使命，但现实一度是，新闻成为“软

柿子”，好新闻和平庸新闻的差异竟在于是否还

是“新闻”，是否对受众对社会还有价值度，抑

或只是自娱自乐的吹拉弹唱、哗众取宠的情绪

撩拨？好在这次新闻奖的送评作品较之前相比，

在新闻性上有了加强，主要体现在更加突出新

闻事件的提炼、新闻采访的硬核与新闻现场的

呈现，同时更加关注新闻中人的要素以及透出

的人文主义情怀。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们要一

鼓作气，再次提出新闻的专业主张，让“新闻”

回归新闻，回归现场和回归人，让主流媒体赢

回体面和尊严。

这里，我们以回归“新闻、现场和人”切

入，就 2021 年度浙江新闻奖 （广播电视部分）

和浙江广播电视新闻奖电视消息、连续 （系列）

报道、新闻访谈节目和新闻节目编排四大类优

秀作品做一评析。

一、回归：把握新闻性，深挖硬题材

对于新闻而言，新闻性是其安身立命之本。

回到新闻本身，是新闻记者发力出彩的关键。

融媒体时代，坚持新闻的“内容为王”，就要深

度挖掘新闻事件，提纯新闻价值，同时也要注

重题材的硬核，增强新闻的可看性和获得感。

（一）显著性：报道主题重大，立意高远

主题报道对于主流媒体而言一直是传播格

局的主心骨。“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强调

的意识高度与专业能力也充分体现在主题报道

之中。记者在重大主题面前不缺位，更要站高

位，以大格局宽眼界梳理信息、书写价值。例

如，绍兴市广播电视台获得电视连续报道一等

奖的 《光明信使》 就是一组别开生面的建党百

年的重大主题报道。它的特别之处在于摒弃了

以往的宏大叙事，而是聚焦于一个寻人故事的

追踪，即为了帮助90岁高龄的方志敏烈士女儿

方梅寻得父亲生前的恩人一家，记者历时一个

让新闻回归让新闻回归：：新闻新闻、、现场和人现场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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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情况，并连线评论员，通过 《连线快评》 对

杭州市民的主动与自觉给予肯定。特别报道版

块动态感、现场感强，深夜与凌晨记者奔跑于

采访一线的身影，彰显践行“四力”行动，评

论配发，让编排意图得到较好体现。第二版块

《本地其他新闻》，以 《浙江首次应急救援飞行

起降远程指挥试点任务演练顺利完成》 为头

条，“高质量 共富裕”专题报道 《缩小收入差

距：群体共富 一个都不能少》 为专栏设置，

同样显得重点突出。加上第三版块 《国内外新

闻简讯》，26 分钟的节目，播出了 24 条报道，

信息量充足，整体上体现了“山峰-波谷”编

排手法的应用。最终，当天的 《杭广早新闻》

以主体事件重大、编排推进动态感强而获得广

播新闻节目编排一等奖。

最后，针对参评作品的明显不足，提出两

点建议，一是新闻采写要规范，二是送评要规

范。消息写作不规范主要表现为核心事实表达

不充分，一些消息以新闻背景代替新闻事实的

问题较为明显。二是送评要规范，新闻奖参评

作品应为播出单位原创，有的广播电视台把上

级台播出的作品拿来送评，原创性缺乏，也需

要规范起来。

（作者单位：浙江传媒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