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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优实践

广播文化栏目新闻精品创作路径分析广播文化栏目新闻精品创作路径分析
——《温州当代文化名人名家》实践探索创新

王 漪

摘要：《温州当代文化名人名家》让听众加

深对温州城源远流长文化脉络的了解，为温州

留存下珍贵而详实的文化声音档案。《温州当代

文化名人名家》 以精品声音内容赋能传播，不

求“快节奏”与“浅思考”，追求“慢”与

“深”的节目特色，在形态上展现了多种探索和

创新。

关键词：广播电台 文化栏目 精品创新

温州电台音乐之声 《温州当代文化名人名

家》栏目今年喜获3项殊荣——浙江省广播电视

文艺名专栏、浙江新闻奖“新闻专题”一等奖、

中国广播电视大奖初评城市广播优秀栏目。该栏

目创办于2014年3月19日，记录温州这座人文

底蕴深厚城市的文化名家群体，创新节目特质和

传播渠道，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栏目模式，为

传承和弘扬温州文化做出积极探索与尝试。栏目

开办至今，已采访近300位文化名人名家，逐渐

成为温州城市文化名片之一，被誉为“塑起温州

文化名人群英像”。

《温州当代文化名人名家》每期节目邀请一

位深具代表性和号召力的温州文化名人名家担任

采访嘉宾，深入挖掘嘉宾的成长历程和从业经历

中生动有趣的不寻常故事，娓娓而谈他们与文化

艺术的不解之缘。《温州当代文化名人名家》希

望让听众加深对所居所处的温州城源远流长的文

化脉络的了解，勾勒出温州的社会风貌和时代的

变迁，为温州留存下珍贵而详实的文化声音

档案。

一、以本土特色为核心，打造节目的文化

黏性

精准选题、精心采访、精良制作是《温州当

代文化名人名家》的三大法宝，力求把本土的文

化特色发挥出来，让本土文化通过节目的润物细

无声滋养受众，这是节目创立的初心和坚持不懈

的动力。

比如，《何占豪：“梁祝”在温州起步》 是

《温州当代文化名人名家》 获 2022 年浙江省广

播电视文化名专栏的其中一期作品。小提琴协

奏曲 《梁山伯与祝英台》 被誉为“不朽的中国

民族音乐经典”，《温州当代文化名人名家》 在

得到“梁祝之父”何占豪收了永嘉昆剧团的一

位青年作曲为弟子的线索后，到拜师现场进行

采访。采访结束后，从何先生的新弟子口中得

知老先生在“收徒仪式”之后会马上奔赴杭州，

为指挥《梁山伯与祝英台》音乐会做排练准备。

我们当即决定跟踪采访。赶到杭州后，因为何

老先生年事已高，他女儿怕何老辛苦，一直没

有答应接受我们的采访。在排练的3天时间里，

我们每天都去现场寻找采访机会。与此同时，

我们还通过广播节目征集听众对何占豪先生的

留言，从上百条听众留言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

问题。锲而不舍的努力加上充分的准备工作终

于打动了何先生。何占豪除了绘声绘色讲述

《梁祝》 确定选题、乐曲创作、首场演出的过

程，还首次披露了 《梁祝》 与温州有着解不开

的缘分，“也就是在温州，本来是要我写，变成

我要写，温州是《梁祝》起步的地方。”这期访

谈音响效果丰富，创作手法新颖，小提琴协奏

曲 《梁祝》 音乐的穿插巧妙，体现了 《温州当

代文化名人名家》对节目品质的高度追求。

听众听了 《何占豪：‘梁祝’在温州起步》

后，纷纷发来互动留言：“知道《梁祝》很有名，

不知道原来它跟温州有如此的渊源！”“了解了

《梁祝》创作背后的故事，更爱这首世界著名的

小提琴协奏曲了。”

二、以影响力为目标，塑造创新的传播渠道

《温州当代文化名人名家》栏目自开播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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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誉度和收听率齐头并进，开播不久就攀升至

温州广播同时段排名第一，并且一直保持至

今。《温州当代文化名人名家》节目有着独特

的影响力和传播力。91 岁的老画家周悦林，

曾创作出被誉为“绝世珍品”的瓯绣扛鼎之

作，但因为常年隐居，他的名字渐渐被人淡

忘。老人家的心愿是希望把画作陈列在自己建

造的“悦林艺术馆”，能被更多人看到。但是

申请成立悦林艺术馆的审批报告向文化主管部

门送去好几年了，一直没有得到批复。《温州

当代文化名人名家》 2019 年 9 月 25 日播出周

悦林先生的节目之后，周老的儿子第二天早上

接到瓯海文化局的电话，表示头天在广播里听

到了 《温州当代文化名人名家》 对周老的采

访，对老画家的经历有了清晰深入的了解，接

下来会对悦林艺术馆的审批大开方便之门。一

个月后，位于瓯海丽岙杨宅村的“悦林艺术

馆”终于迎来了周老期盼已久的开馆仪式。

为了适应听众日新月异的收听需求，《温

州当代文化名人名家》努力求新求变，引入全

媒体融合生产模式，实现多平台、多终端传

播，增强节目的交互性和体验感，打造全新样

态的文化栏目品牌。每期节目除了在广播平台

播出之外，还会通过“温州音乐之声”微信公

众号、生活温州 APP 等平台同步播出。通过

全媒体融合生产模式，努力打造全新样态的文

化栏目融媒品牌。《温州当代文化名人名家》

还策划举办了“为君弹琴说爱音乐会”“七夕

演奏会”“新居民家庭的文艺大师课”等30多

场的演出、公益活动、沙龙和展览。

三、以求精为方向，用巧妙构架增加栏目

美感

为了寻找节目中所用的素材，让节目构架

更具文化美感，《温州当代文化名人名家》的

每一期节目都精益求精。

《温州当代文化名人名家》是“瓯剧名伶”

陈茶花生前最后的媒体采访平台。陈茶花唱了

一辈子瓯剧，可是温州瓯剧研究院里没有她的

任何唱段资料。栏目组努力寻访、几经周折终

于在上海找到了上海音像出版社上世纪六十年

代录制的陈茶花的5段瓯剧唱段，这是陈茶花

留存于世的仅有的唱段音频，弥足珍贵，在温

州瓯剧界引起轰动。接受采访完不久，老人就

溘然离世。《温州当代文化名人名家》有幸记

录下一代名伶畅谈她美丽又艰难人生的宝贵音

频资料。

《温州当代文化名人名家——记者郑雪君》

获2018年浙江省广播电视节目奖“社教专题”

一等奖。《温州晚报》记者郑雪君在温州新闻

界走出了一条以人文关怀为主要特色的民生新

闻之路，是一位一心扑在工作上的典范，以至

于我们的采访只能见缝插针，先后 7 次采访，

跨度3个多月，积累了5个多小时的声音素材。

《记者郑雪君》“一追成名”“从菜鸟记者到名

记者的成长史”“热心慈善，济贫救苦”3个篇

章，浓缩了她从事新闻工作 25 年的历程，被

称为是一篇提振传统媒体士气的报道。

四、以业务提升为孵化器，走出新闻精品

创作路子

让很多人出乎意料的是，《温州当代文化

名人名家》没有专职采编人员。温州音乐之声

努力腾挪，实施“名家战略”，匀出节目部每

个人的能力和时间，做出了这个有情怀的重头

栏目。

温州音乐之声以 《温州当代文化名人名

家》栏目作为业务孵化器，从制定选题、对接

沟通，到采访、写稿、录音、合成、后期，在

不断学习实践中提升对新闻作品的驾驭和把

控力。

《温州当代文化名人名家》除了促进采编

播队伍的业务能力提升，也成了好稿创优的富

矿。创办9年来，共获得全国、省、市级奖项

50 余项，实现了温州广播“中国新闻奖”零

的突破，走出了一条有个性特色的精品创作

之路。

《温州当代文化名人名家》 开播 9 年来，

栏目收听率在温州广播同时段名列前茅。有听

众说，温州广播太需要《温州当代文化名人名

家》这样有气质的节目，这是广播的魅力。已

故温籍著名作家叶永烈曾寄语栏目：“温州不

仅以经济发达闻名全国，更是一座具有深厚文

化底蕴的城市，《温州当代文化名人名家》栏

目有着不可复制的温州文化味道。”

（作者单位：温州市新闻传媒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