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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音主持

一档节目如何赢得观众？除了节目整体质量

过硬，内容深得民心之外，节目主持人的作用也

不容小觑，符合节目定位、形象可亲、能力出

众、富有特点的主持人会让节目锦上添花。作为

电视节目连接观众最直接、最能沟通情感的桥

梁，主持人也是节目中最积极、最能传情达意的

主导角色。在融媒体时代，主持人不能只是编导

的“传话筒”，背背节目串词的“机器人”即可，

一名优秀的主持人应该深入参与节目制作的全过

程，拥有节目的话语权。

“双频”收听收看方式，形式新颖。该节目播出

后，得到相关政府部门的认可和点赞，让受众更

直观地感受到嘉兴的蝶变跃升和跨越式发展，以

及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期待。

四、未来融媒直播的改进与提升

此次特别节目直播也显露出一些问题，需要

在今后工作中改进。

（一） 部分人员融媒意识不强，镜头前肢体

语言欠缺

由于主持人自从业以来都从事广播业务，在

广播直播呈现内容时只需照顾受众的听觉感即

可。而融媒直播，除了需要保持的声音元素外，

还需兼顾画面的美感。此次直播中，部分主持人

在镜头前略显不适应，肢体语言不够自然，就导

致视频直播时部分主持人整体样态不够大方。部

分摄像存在画面取景不到位，直播画面时从头至

尾都对准主持人，画面较为单一，没有利用好现

场的实时画面元素。

在接下来的工作实践中，需让更多从业人员

学习拍摄取景，如何提供有效画面；多加训练，

让广播主持人平时多参与新媒体短视频主持拍

摄，以更好适应在镜头前的表达，进而让镜头前

的肢体语言更流畅。

（二） 部分设备直播前调试不到位，影响融

媒直播效果

在视频直播连线中，部分摄像出现直播画

面不统一的情况。如要求为手机横屏拍摄，但

前期接入信号时为竖屏。虽然在正式直播前已

调整恢复至横屏，但此过程中还是显露出前期

准备工作不足的状况，没有提前做好设备检查

情况。

另外，在有轨电车车箱内直播时，遇到画面

卡顿的情况，后经排查，是由于车厢内网络信号

不稳定，导致画面传输出现问题。

在今后的融媒直播时需要提前对拍摄设备进

行全面检查，以免在直播过程中出现故障；尽量

选择在手机网络信号稳定的区域拍摄，以免耽误

画面传输。

现如今，新媒体直播占据各大直播平台，在

一定程度上赚取了不少流量和眼球。对于传统媒

体尤其是对于广播来说，如何融入新媒体传播是

需要广播人思考的问题。笔者认为，传统媒体依

旧是官方主流媒体，在坚持广播主阵地之外，加

入新媒体元素“齐头并进”“融会贯通”，将有更

大的火花闪现。以此次嘉兴交通经济广播的《嘉

兴走进立体交通新时代》 融媒直播特别节目为

例，节目赢得了良好反馈。随着广播+视频这种

“双频”融媒体直播的不断实践和推进，相信主

持人必须不断提升对节目的策划和把控能力，以

及现场直播连线能力，让受众有互动、直播等更

多交互体验，形成更加直观的冲击，从而提升受

众对广播的“黏性”，进而变成“依赖”，这也是

广播融媒体发展的目标。

（作者单位：嘉兴市广播电视台）

方言节目主持人方言节目主持人品牌塑造策略初探品牌塑造策略初探
郑 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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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津茶馆》是永康市融媒体中心下辖的永

康电视台的一档日播型方言类民生新闻栏目，5

位主持人都是土生土长的永康人，“永康人讲永

康话，茶馆里说永康事”成为节目的一大亮点。

方言节目主持人作为一群特定的存在，用当地

方言演播是它的特色，利用自身的天然优势拉

近了与受众的距离，较好地展现了方言的艺术

魅力和传播优势，对当地观众能够形成一种更

为亲切、更接地气的互动传播。5 位主持人凭

借良好的工作作风和多年的工作积累，业已成

为当地的“主持明星”，很受当地观众的欢迎。

正是基于此，《西津茶馆》栏目在2022年频道

重新调整改版甫一到位，就充分利用栏目主持

人数量多、素质较强、搭配得当的优势，以积

极挖掘主持人的潜能为目标，充分发挥主持人

的主观能动性，把主持人立为创作的“原点”，

共画“同心圆”，精心策划、强力打造“主播来

啦”系列品牌，在主持人“品牌塑造”方面进

行了积极有效的探索和尝试。

一、品牌来自于走村入户，努力践行扎根

基层的“脚力”

2021 年国庆节期间，《西津茶馆》 率先策

划推出了《主播来啦——一起阅读吧》系列，5

位主持人分别走进抗美援朝老兵、新永康人、

中学生等寻常百姓家，或探班医院、消防队，

寻找长假期间坚守在岗位上的人们。抗美援朝

老兵住在较偏远的山村，新永康人上班的公司

也在路途较远的开发区。主持人不辞辛苦，一

定要走到他们身边，走进他们的环境，只有这

样才能体现出“一起阅读”的真正意义。而且

主持人选的诗篇都很有针对性，比如和老兵爷

爷共读的是《谁是最可爱的人》，和医生护士共

读的是《在武汉的日子》，和中学生共读是《我

最亲爱的祖国》。在拍摄现场，适合身份的角色

和共情的感受让朗读者们很快沉浸在浓浓的诗

情中，更关键的是用方言朗读，当一声声乡音

在耳畔响起，很多人的心头都会涌上故乡泥土

的芬芳。正如语言学家刘半农所说：方言是一

种“地域的神味”，方言是地域文化的底色。在

“乡愁”成为一个高频词汇的当下，在传统文化

越来越受到重视的今天，方言版的“朗读者”，

让听觉上的乡愁勾连起更多的文化记忆。尽管

他们的朗读不像主持人那么训练有素，但是那

种投入和真情把对祖国的祝福表达了出来，把

节日的美景和欢乐晒了出来。主持人也承担起

了责任和担当。5 位主持人的现场主持温情、

向上，有故事、有细节，气氛热烈，既抒发对

祖国的挚爱之情，也展现劳动者的奉献和担当。

该系列作为永康市融媒体中心融媒零距离“百

村共读 精神共富”系列活动的衍生延伸，成为

其中的一个亮点，被写进了《浙江省永康市融

媒体中心推出融媒零距离“百村共读 精神共

富”系列活动——与村民共读共听 解百姓所需

所盼》一文，在《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21

年10月第7578期第2版头条刊登。这份荣誉让

主持人倍感欣慰、备受鼓舞。

二、品牌来自于留心观察，现场锤炼发现

新闻的“眼力”

随后的重阳节，永康市融媒体中心又推出

了《主播来啦——走进百岁老人》系列。有了

之前的经验积累，5 位主持人的现场出镜更加

娴熟，和老人们的互动惊喜不断，让整个系列

生动有加。主持人湘湘走访的是一位百岁老奶

奶，聊天中得知老奶奶原先曾开过早餐店，有

着远近闻名的做饼的好手艺。奶奶不经意地说，

现在继承生意的孙女都不一定有她做饼做得快。

湘湘从老人的话语和脸色中读到了一点点可爱

的“傲骄”神情，顺水推舟说：“奶奶，我做饼

做得很好的，咱俩比试比试怎么样？我想向您

学习学习。”“好啊。”老奶奶爽快地答应了，于

是就有了一组精彩的老奶奶的做饼“手艺秀”。

老人的鹤发童颜，老人的童心未泯，就在这活

泼欢快的场景中被尽情展现了出来，透过屏幕

都能感受到老人的幸福晚年。因为一句话衍生

出生动的新闻现场，这个《百岁奶奶做肉麦饼》

的节目在重阳节当天推出，之后分别被《浙江

新闻联播》《新闻深一度》采用，同时还被中国

蓝新闻微博官号、蓝媒头条、美丽浙江抖音、

浙江日报抖音、今日头条等众多省级以上媒体

转发推送，点击率几十万+，成为永康台内宣

策划带动外宣开花的典型案例。在不同的约稿

要求中，主持人又多次参与改拍、改写、改编，

在外宣的献智献力中也展现出较大的积极性和

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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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艺杂论

三、品牌来自于迎难而上，提升善用镜头

说话的“笔力”

2021 年 11 月初，为迎接永康首届世界五

金发展大会召开，茶馆栏目又推出《主播“数”

说永康五金》 和 《主播巡访世界五金精品馆》

两个系列，为世界五金发展大会营造良好的氛

围。前者是透过一组关键大数据展示永康五金

的发展成就，后者是主持人化身讲解员，带观

众畅游新建的世界五金精品馆，发现新、奇、

特的五金精品，仍然都是以主持人为主体进行

采制。按理来说选题比较常规，但如何“旧瓶

装新酒”，主持人和编导煞费了一番苦思冥想，

最终决定用vlog的形式呈现：突出“记录”的

意味，5 位主持人像是出演一个一个单元剧一

样，进行一场又一场短时间内的“快闪”表演。

这对5位主持人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和考验。5位

主持人迎难而上，一遍遍地熟悉使用拍摄手机，

一遍遍地走位演练，一遍遍地寻找最佳视角，

经过整整一个下午的拍摄，最后五个充满新意

和诚意的短视频，以流畅的表达、更具互动性

和真实性的剪辑在众多的短视频中脱颖而出，

获得最多的点赞。网友纷纷留言，说很有参与

感和临场感，这种“走心交流”更具吸引力。

拍摄下来，5 位主持人也很有感慨：在融媒时

代，不仅主持人要“会说话”，镜头也要“会说

话”，给观众更新鲜的表达，我们永远在路上。

这些vlog作品把握节奏，在世界五金发展大会

会前、会中、会后踩节点妥当安排播出，后又

上送在蓝媒号头条等平台推送，5 位主持人一

时又刮起了一阵炫丽的“五金旋风”。

四、品牌来自于主动作为，锻炼思考时代

命题的“脑力”

短短两个月时间，“主播来啦”先后推出了

《一起阅读吧》《国庆长假主播带你游》《茶馆主

播走进百岁老人》《主播“数”永康五金》《主

播巡访世界五金精品馆》《双十一来啦》六大系

列报道，并制作相应的短视频在大小屏联动推

出，取得良好的反响，得到了中心领导的肯定

和观众、网友的好评。历经六大主题策划报道

的锤炼，中心的五位主持人配合越发默契，个

人风格特色越发彰显，3 位资深主播和两位新

人主播以老带新、以新促老，彼此成就。现场

的即兴发挥总是让人惊喜，创意策划还是火花

四溅，现场采访依然准确到位，执着钻研让报

道锦上添花。不断的肯定和点赞，也让主持人

更有成就感和责任感，融合传播效果凸现。5

位主持人也表示，通过一个多月的磨炼，增强

了策划能力和创优意识，年轻主持人采写的本

领也得到锻炼，表现力、感染力、控场能力自

感有了很大的提升，对于今后参与更多的新闻

报道、主题报道，也有了更多的底气和自信。

著名主持人汪涵说过：“方言是这个世界最

响亮温暖的声音！”即便在普通话早已成为“官

方语言”，并被大力推广的情况下，具有深厚的

民间文化土壤的方言依然也有其保护和传承的

文化价值。尽管方言节目主持人的影响力受到

一定地域的限制，但对于民族文化的传承和文

化自信的树立是不受任何限制的，方言节目主

持人要发挥方言更“接地气”的传播优势，更

妥帖地传达地域情感，唱响永康好声音，讲好

永康好故事。

当然，在取得一定成绩和经验的基础上，

还是存在一些不足和亟待改进、完善的地方，

比如，主持人想在前面、主动策划的积极性还

有待加强，现在的选题还更多依赖编导的安排，

今后还需出台相应的制度，鼓励主持人自找选

题、自组小组主导完成报道。比如，让后期人

员提前介入，尽早参与策划和脚本的创作，这

样在后期制作时有一脉相承的衔接，更好确保

质量。同时，一些主题策划的创意、手法还比

较传统，缺乏“新、奇、特”的灵光，还有很

大提升空间。在新年的栏目改版计划中，《主播

来啦》会成为《西津茶馆》一个常态化的子栏

目推出，也希望《主播来啦》能用一个有思想

交锋、有立意深度、有丰富情感的新面貌，为

方言主持人提供发声的新舞台，不负观众的厚

爱和期待。

（作者单位：永康市广播电视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