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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新说事》民生新闻研讨专辑

民生节目，这一式样革新根植于技术迭代、

社会结构变迁和行业改革生成的合力，受益于

从英雄时代向平民时代过渡的机遇，让电视机

从早前家庭“佛龛”的位置转换到日常生活的

信息传输和情感交互的枢纽。《小新说事》是嘉

兴市广播电视集团的品牌栏目。节目秉承“说

老百姓的话，为老百姓说话”的宗旨，关心百

姓生活中的开门七件事，关注经济社会发展形

势与突出问题。18 年来，岁月染白了小新的头

发，却从未冲淡他与观众的情感。嘉兴地区的

观众习惯在电视机里看到小新与他们絮叨大事

小事，自己遇到解决不了的事儿、有想要倾诉

的问题，第一个想到的还是小新。这已成为很

多嘉兴百姓的一种生活习惯。收视率调查表明，

《小新说事》的收视率一直保持领先，主持人小

新在当地更是家喻户晓。

一档民生节目何以经久不衰？

回答这一问题的线索很多，纵观 《小新说

事》 的发展历程，始终坚持做百姓小日子的守

护者、勇担大时代的记录者和推动者，是节目

秉持的宗旨，也是它的关键优势。

一、关心百姓的关键小事，做小日子的守

护者

关心日常生活中的关键小事，是民生节目

持续受到老百姓欢迎的关键。18 年来，《小新

说事》 把镜头对准市井生活，村民的稻子被污

染企业废水淹了、沿湖绿道路灯不亮了、违规

拆建屋顶阁楼、住宅区居民挤占公共车位等，

这些事儿放到历史的洪流中，可能着实小之又

小，但确实是当事人当下过不去的坎。节目急

百姓所急，诚挚解决日常生活矛盾，让节目充

满了温情和生活的烟火气。

2006 年 《小新说事》 在报道一个因家庭琐

事而酿成夫妻双双殒命的突发事件中，关注到

成为孤儿的李婷婷姐弟。当时只有 4 岁但已清

晰知道父母不会再回家的婷婷对镜落泪，触痛

了节目组和观众的心。短时间的爱心捐助只解

燃眉之急。小新心系这对命运多舛的姐弟，一

年后不远千里赶到四川省泸州市叙永县麻城乡，

历经波折找到这两个孩子。得知孩子大伯生活

不易，节目组又开始操心小婷婷的收养问题。

曾经在嘉兴流浪5年，靠捡废品为生的陈世

强也正是因为得到《小新说事》的帮助获得了新

生。陈世强因残疾很难找到工作，生活艰难，但

他坚持自食其力。嘉兴人通过节目认识了这个自

强自立的“流浪汉”，有人赶20里路给他送热菜

热饭，有人邀请他到家里吃年夜饭，也有村里给

他安排了传达室工作。当栏目组再去探望陈世强

时，他面对镜头展露开朗的笑容，让观众充分感

受到人性的坚韧和嘉兴这座城市的温情。

18 年间，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小新说

事》 聚焦百姓生活，重视每一个人的合理诉求

和个人情感体验，正是这种与观众呼吸与共的

温度，让这个节目持续受到喜爱。

学术界曾经讨论新闻的边界，争论民生新

闻介入生活太深，会不会产生新闻的越位和错

位。如果从客观主义新闻报道的脉络来看，民

生新闻是一种相对另类的存在，因为他们关注

的议题更接地气，也更强调原生态写作。从新

闻六要素分析，不少民生报道存在叙事线索复

杂、信息冗余的问题，也较多关注对经济社会

发展并不至关重要的人与事。但民生新闻的价

值，也恰在于它对权威新闻内容的有机补充。

看似琐碎的报道内容，背后是一个个具体的人，

和对他们日常生活质量极其重要的关键小事。

让他们的声音被听见，让他们的合理诉求被尊

重，是主流媒体必须兼顾的社会需求，也是主

流媒体服务社会的具体形式。

小日子的守护者守护者 大时代的记录者记录者
——民生栏目《小新说事》评析

赵 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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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新说事》民生新闻研讨专辑

二、关注嘉兴的社会发展，做大时代的记

录者

如果对 《小新说事》 的节目内容做个粗略

的分段，早期节目强调社会温度，出现了不少

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爱心报道；中期节

目朝向投诉维权的角度发展，切实解决社会生

活中的实际问题；当下节目在保持上述内容特

质的基础上着力提升高度和深度，对统揽全局

的重大新闻有了更强的报道能力，切实承担起

大时代的记录者、传播者和推动者的职责。

《小新说事》一直都有深度报道的基因，这

在民生栏目中难能可贵。早在2008年节目推出

“嘉兴名牌今安在”系列，系统梳理了益友冰

箱、海鸥电视、大雁自行车、王冠灯具 4 个本

地知名品牌的浮沉，追忆往昔岁月，追问本地

工业发展道路。这组报道选题精当，有本地视

角，有时代记忆，有当下反思，4 个品牌构筑

了“嘉兴制造”的过去，也探讨了在产业升级

的过程中如何经受市场洗礼的关键要素。这组

报道有深度，也有温度，唤起不少人的共同记

忆，也让更多的人去思考本地经济发展的核心

问题，体现了栏目组的创制实力。

一个优秀的民生栏目，既能深入生活，关

心百姓的喜怒哀乐，也要高于生活，感知发展

态势、反思发展路径。《小新说事》的新闻敏锐

度、报道深度和策划能力，值得称道。

近来节目进一步关注嘉兴建设的重大问题，

不缺席、不失语。例如今年关注嘉兴 4 大工程

的全面落成，用电视语言生动记录了嘉兴火车

站、子城遗址、有轨电车、快速路环线的建设

成效，点面结合，既展现了重大建设和重大成

就，也善于从百姓体验的角度出发理解这些工

程的现实意义。

今日的新闻，明天的历史。新时代呼唤民

生新闻的全面发展，在当好百姓知心人的基础

上，还要适度地做好社会发展的热心人，甚至

是重大发展的倡议人。《小新说事》有这样的品

牌基因和创制实力，要进一步在重大选题和时

代课题中发出自己的声音，让品牌的高度和深

度进一步强化。

三、打造一支不忘初心的报道铁军

《小新说事》能成为嘉兴地区乃至全省都颇

为知名的电视品牌，真正的核心在于培养了一

支执行力极强的报道铁军。

主持人薛开新上世纪 90 年代进入电视行

业，摄像、记者、主持人多个岗位轮转，成了

电视行业的通才。18 年来一直坚持担任 《小新

说事》 的主持人，从一头黑发说到两鬓斑白。

在节目的微信推文中，网友评论多有真情流露：

“虽然有时候小新说话比较搓卡，但咱们老百姓

听着舒服。”“小新魅力无限，帮我间接讨来了

工资。”“我家老爷子是铁粉，首播重播都要看，

真是废寝忘食。”小新能有这样的认可度，和他

本人的敬业高度相关。前述的多个报道由他本

人跟踪采访，他曾驾车在四川的山路间探寻嘉

兴人民一直关心的孤儿，在海鸥电扇空荡荡的

老厂房里追问历史是否有另外的可能，在嘉兴

的大街小巷帮助市民解决急难愁盼……到新闻

现场去，说老百姓听得懂的话，办老百姓认可

的实事，是他的特色，也是他的成功之处。

小新背后有一批不忘新闻初心的得力团队。

2017 年记者节，小新节目组在微信公众号上用

照片记录了这群新闻人的身姿。照片中的记者

编辑没有精美的妆容，没有从容的笑容，多是

满身泥水、汗水，为了明察暗访或蹲、或趴，

忍受酷暑、严寒，忍受当事人的不理解甚至恶

语相向。但他们始终握紧手中的话筒，扛稳肩

头的摄像机，用高度的专业性面对一切恶劣的

拍摄条件。

电视记者辛苦，民生新闻的记者更是艰难。

支持他们的，除了观众们的信任和喜爱，更重要

的是对新闻推动社会进步的理想和信念。《小新

说事》的成功得益于这支队伍的成熟，节目未来

的发展也得紧紧依托这群新闻人的进一步成长。

“我记得那会刚上初中，每回盯牢嘉兴台，

突然发现多了个新闻，一个胖嘟嘟的主持人，

跟解说员儿似的站着讲新闻，还蛮新奇的，就

跟着爸爸妈妈一起看。看啊看啊，就看了十多

年。”这是一位热心观众在微信的留言，充分显

现了18年来 《小新说事》 和嘉兴人民一起成长

的绵长情谊。期待这档节目继续做好百姓小日

子的守护者，当好大时代的记录者，在新的发

展阶段取得更大的成就。

（作者为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