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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传播之我见

什么样的地方新闻可以成为央视新闻？这是

新闻上送工作常常思考的一个问题。我们常说一

句话，叫“站在田埂上，遥望天安门”，  意思是

我们怎么心怀全局，从全国的视野看基层，发掘

国家新闻。如果通过我们的基层故事，能体现国

家发展大趋势，能生动展示总书记治国理政的思

想，输出一种可学、可复制的经验，那就有上送

央视《新闻联播》的价值。

2022年11月24日，央视《新闻联播》单条

播出《创新引领 助推浙江自贸试验区特色产业

发展》，报道浙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以

创新为抓手，着力推动自贸试验区特色产业提质

增效。这个重磅报道的播出，生动展示了我省政

府、企业和各方力量齐心协力抓改革，动起来、

出实招、走在前，有力推动经济增长，为我省的

自贸试验改革探索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

这条报道原型是 11 月 20 日浙江卫视《浙江

新闻联播》头条《（二十大精神在基层）从“单

点突破”到“集成创新”浙江自贸试验区加快构

建制度型开放高地》。不同于一般联播头条经过

精心策划、长周期拍摄和剪辑，该片从策划拍摄

到正式播出，全程不到2天。

11月18日周五正值下班时间，浙江省自贸

办通讯员在媒体群里发布了一条文字短消息，

“2022年中国 （浙江） 自由贸易试验区最佳集成

性制度创新成果和联动创新区优秀案例出炉”。

内容则是一张冰冷的列表，只列举了一份名单。

按联播报道的经验判断，卫视跑线记者沈泽南将

此列为周末一条30秒左右的快讯消息报题，也

获得值班主任认可。晚上 21：30，由于原定的

周末联播头条因题材“撞车”被临时取消，亟需

采制一条新的联播头条。经过研判，部门值班主

任建议跑线记者将该条报道做成头条。时间紧、

任务重，记者第一时间响应，连夜联系采访，并

在周六紧急赴相关部门和专家居所，采制关键同

期声，并于周六晚22：00完成稿件写作，为次

日主编修改留足时间。周日 15：00，稿件顺利

通过终审，并于当晚头条播出，随即获得省商务

厅、省自贸办和浙江自贸试验区各片区单位充分

认可。

原以为故事到此为止，11月22日晚，央视

《新闻联播》栏目临时接到中宣部通知，希望尽

快组织一些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成就报道，注意

结合党的二十大精神的贯彻和落实。由于时间紧

迫，安排央视浙江记者站现采现做已经来不及，

只能先找各省台、地方台的成片救急。集团融媒

体新闻中心上送央视团队接到约稿后，前后方通

力合作，在第二天及时向央视重点推荐了浙江自

贸试验区报道。当晚，在央视的选题会上顺利通

过。之后，负责这条报道的央视联播组编辑连夜

与浙江卫视记者沟通，确定了第二天需要补充的

采访内容及文稿信息。

审片当天，记者一大早就完成补采内容，后

方第一时间将视频素材和文稿回传央视，给联播

组编辑留出大量时间修改稿件。之后的改稿和审

片过程都比较顺利，在一审时，中心领导只提出

多跨协同多跨协同 强化耦合强化耦合 灵活主动灵活主动 精准抢跑精准抢跑
上送央视新闻探索上送央视新闻探索

““传播传播++力力””七个新打法七个新打法
孟文林 沈泽楠 左 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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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传播之我见

了一个小的修改意见，之后的二审直接通过。最

终在当晚的新闻联播中，这篇时长2分12秒的浙

江单条报道予以顺利播出。

从一条卫视联播的小快讯，到卫视联播头

条，再到央视联播单条，一路“升级打怪”，看

似意料之外，实则情理之中。卫视采访部和上联

部同事经过仔细“复盘”，结合浙江广电集团深

入推进“传播力先行”的最新部署要求，总结提

炼了采编+上送央视的七招“传播+力”新打法。

第一招第一招：“：“传播传播++领悟力领悟力”。”。跑线记者不是为

某一厅局服务，而是要有对全省宏观大局的思

考。以该报道为例，浙江自贸试验区是全省最高

能级的开放高地，承担着“为国家试制度，为地

方谋发展”的历史使命，只有具备这样的认知高

度，才能把“最佳集成性制度创新成果案例发

布”从一条快讯变成头条的底气。同时，卫视的

跑线记者要对所在领域相关新闻报道、重大事件

有详尽的掌握。当周，浙江省委省政府高规格召

开了中国（浙江）自贸试验区高质量提升发展大

会。会上，省委主要领导对浙江自贸试验区提出

了实施提升发展战略的要求。结合党的二十大报

告提出的自贸试验区提升发展战略，该报道的重

要性因此不言而喻。从一个厅局的工作跳到全省

乃至全国的高度，正是跑线记者有自己对全省宏

观大局的认识和思考，才使一个本不起眼的小

题，有了成为联播头条的基础。而在日常工作

中，基于条线工作的认识、积累，跳出“发布”

说成果，进一步充实报道的点和面，则是酝酿头

条的重要因素。

第二招第二招：“：“传播传播++执行力执行力”。”。跑线不能只联系

厅局联络人，而是要建立通达全省的联络网。每

个厅局都有自己的媒体联系人，但他们往往身兼

数职，一般只愿意承担对外发布信息的任务，能

支持媒体与各处室、厅领导的联络人寥寥无几，

甚至有些机关单位的媒体联络人一到下班时间和

周末，直接将工作手机关闭，对媒体的紧急采访

任务十分不利。在平时采访联系中，跑线记者一

定要对一个厅局的主要工作有详细认知，掌握不

同处室的主要任务，处长的性格秉性以及对媒体

的态度，最好是能与主要处室都建立起脱离媒体

联络人之外的“快速通道”。

以上述报道为例，基于长期以来的跑线积累

以及与省自贸办主要领导、处室负责人的友好关

系，卫视跑线记者沈泽南当晚接到值班主任的任

务布置后，直接与省自贸办负责宣传工作的副处

长电话联系。副处长第一时间响应卫视需求，根

据跑线记者对稿件布局架构的描述，及时协调省

自贸办、省自贸中心和杭州市商务局、浙江自贸

试验区杭州片区主要负责人，他们于周六放弃休

假，集中赶赴省自贸中心接受采访。同时，跑线

记者还基于长期跑线时积累的专家资源，约访权

威专家接受采访。

第三招第三招：“：“传播传播++发现力发现力”。”。跑线不能只浮在

厅局面上信息的发布，而是要建立自己对基层的

抓手。《浙江新闻联播》记者人手紧张，许多记

者都忙于厅局日常小事的报道和一些主题报道任

务，忽略了落到基层的具体抓手。长此以往，容

易导致只浮在“厅局发布什么，我们报道什么”，

而要找政策背后基层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就变

得举步维艰。常规的新闻报道，还能接受这种信

息发布，但要构成点面结合的重点报道，就会显

得很难落地。以上述报道为例，省自贸办只负责

顶层设计、统计分析和协调指导，具体的抓手都

在浙江自贸试验区各大片区。一方面，报道中列

出的几个案例，是需要跑线记者在对口单位的业

务中，有一个基本的认知，能够融入相关单位的

话语体系，掌握各片区的主要功能定位，才能按

图索骥，将浙江卫视优质的市县台协作资源与稿

件所需深度匹配，及时搜索到合适稿件或有针对

性的约稿，保证案例详略得当，重点突出。另一

方面，在日常报道中，跑线记者也利用各种机会

深入各片区，对各片区的主要抓手有一个基本认

识。在此基础上，才能在自己无法亲临的情况

下，精准约稿，与地方台记者通力合作，高效采

制稿件。

第四招第四招：“：“传播传播++应变力应变力”。”。上送央视不是发

送本台报道的“二传手”，而是要找准央视稿源

的“空窗期”，抢抓上送时机。疫情的长期性、

反复性，造成央视记者来浙江采访受限。从新闻

上送角度看，央视记者不能离京前往全国各地采
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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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新闻，挖掘一线鲜活的新闻，最直接的后果

是，央视稿源不足、甚至出现“稿荒”，这是

“空窗期”的第一个表现。在这个前提下，产生

出“空窗期”的第二个表现，央视记者新闻信息

（新闻线索） 的缺乏，以及自主采制能力受限，

“来料加工”成为央视采制新闻的重要渠道。比

如，各地采制的成品报道，因为有明确的主题、

成形的报道思路，便于进行再加工、再取舍。

两个“空窗期”给上送央视工作带来的是上

稿的“黄金期”。因为央视记者不能前来采访，

于是给了省市县台采编人员施展拳脚、展露才华

的机会。不仅是题材的筛选、主题的提炼、镜头

的摄制、采访的提问都有更大的自主发挥空间。

上送央视工作小组及时捕捉到这一变化，及时调

整工作节奏和模式，创新性地推出“系统梳理，

把握节点，打包推送”的打法，不断向央视推荐

本台系列经济报道。

第五招第五招：“：“传播传播++研判力研判力”。”。上送央视工作不

能消极坐等，要研判环境，从热点中找突破，增

强新闻敏感。想抓住上稿的“黄金期”，把机会

转化成实实在在的播出报道，需要在日常工作中

增强新闻敏感性和感知力。浙江自贸试验区特色

产业发展单条的顺利播发，除了自身稿件质量过

硬以外，离不开记者编辑对近期舆论热点和环境

的高度职业敏感。自贸区的新闻报道就是紧扣二

十大精神中的亮点。在党的二十大召开以来，有

关“外资纷纷撤离”的论调层出不穷，因此，宣

传推动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就是稳定民心的新

闻。当周的央视联播地方备播库里，河南卫视、

山东卫视、黑龙江卫视上送的单条报道都有，在

联播编排的串联单上，上了又下，而浙江卫视上

送的这一条单条报道能脱颖而出，从某种程度上

来说，就是“对味了”。

这次报道的成功应该归功于记者编辑的新闻

敏感性和研判力。他们及时捕捉大政方针动向、

时事热点，心里有准备，所以在约稿时能够“抢

跑”，形成领先别人的“时间差”。这是意识层

面。高度职业感+新闻敏感形成的职业素养方面

优于常人，客观上形成领先全国其他省台的“时

间差”。

第六招第六招：“：“传播传播++竞争力竞争力”。”。上送央视要稳进

提质，追求高质量的外宣，需扬长避短，挖掘自

身独特优势资源。作为民营经济大省，经济报道

是浙江最具有竞争优势的选题富矿。目前，防疫

政策已经进行了较大调整，疫后经济复苏，尤其

是民营经济的回暖将会是央视关注的经济报道的

一大重点。央视《一线调研》等沉降基层的经济

单条报道会持续进行选题约稿。因此，在 2023

年的优势项——经济报道上送中，我们更要注重

大小结合。大的经济形势、环境、政策方向的文

章要做；小的案例，基层的故事更需要雕琢。可

以把浙江民营经济发展中生动、有感染力、能提

振士气与信心的案例进行细致编排报道。通过经

济部的渠道上送央视《新闻联播》，真正讲好后

疫情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浙江故事，在同台PK

中打好手中的王牌。

第七招第七招：“：“传播传播++系统力系统力”。”。上送央视不是一

个部门“单打独斗”，需要联合央视浙江总站和

各地、市、县台等力量形成合力。上送空间除了

央视的主动约稿，地方台往上报题难度很大，通

过央视浙江记者站可以实现上送优质选题。这两

年很多浙江的单条，都是央视记者站主导，各地

省市台互相配合、联合采访。这当然也是站台联

动，但更多还是协助式的联动。央视记者站也有

空窗期，这时候如果我们有好的选题，就可以主

动出击，把我们做的优质单条内容提供给央视记

者站，联合报送央视《新闻联播》，把协助式的

联动，转变成以我为主的“双赢”式联动。

2023 年的亚运会，可以说是浙江的一次集中上

央视 《新闻联播》 的有利时机。把握住“亚运

会”这个选题富矿，发现会中会外的暖心故事，

定点突破，或可以成为2023年上送央视工作的

一大亮点。

这几招“新打法”或许不成系统，但确实是

浙江卫视采访部和上联部多跨协同、强化耦合的

一点实践与思考。我们将继续总结提高，按照集

团ZMG新定位和“传播+力”的新目标新方向，

探索更多管用、实用、好用的“打法”，在央视

的大平台唱响“浙江好声音”。

（作者单位：浙江广电集团融媒体新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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