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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优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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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度浙江省广播电视新闻奖电视新闻获奖作品评述

朱永祥 王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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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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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月，做了大量案头和实地调查工作，足迹涉

及绍兴、南昌和杭州等地，联络并采访了近百

人。通过记者的调查追踪，一步步揭示了80多

年前鲜为人知的故事，传递了最真挚的理想信

念和最真实的朴素情感。由于节目播出正值建

党百年、党史学习教育之际，这就为这份情感

更增添了历史厚度与时代温度。

同样是建党百年重大主题，“七一”当天的

《宁波新闻》则为新闻编排节目提供了样板。面

对“七一”这个人们已有的预设期待下，编排

出内容丰富、信息量大的好节目，体现了记者

编辑的功力。这期获得电视新闻编排一等奖的

《宁波新闻》采访对象点多面广，覆盖习总书记

曾视察过的单位、宁波的优秀基层党组织、各

级优秀党员、普通工人、农民、学生等。作为

一档特别编排节目，编排思路清晰，主题突出，

形式多样，衔接流畅，时效性与历史纵深感、

现场影像与虚拟制作融合得当，策划意图得到

了很好的呈现。再如，浙江卫视获得电视访谈

节目二等奖的理论节目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

能”第十四季〈人民就是江山〉》，访谈设置于

嘉兴南湖的一艘画舫中，红旗、墨盒等历史老

物件勾起主人公的回忆，温情的述说与丝丝入

扣的分析，将党的历史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展

示，深刻凸显了报道的内涵深度与时代价值，

展现了百年大党永葆青春的精神密码。

（二）重要性：紧贴热点难点，切中真问题

抓住了热点难点问题，即是抓住了新闻的

“重要性”。而抓住热点难点，关键在于切中真

问题，通过记者的深入采访，让真价值浮出水

面。

在获得电视消息类一等奖的浙江卫视 《拆

掉数据“围墙” 浙江率先实现省市县三级医院

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共享》 报道中，记者不仅将

关注点放在了结果互认带来的管理便利，也让

人看到老百姓节省了开支的经济便利、医疗资

源共享的实际优惠。消息播出后，立刻引起广

泛关注，新媒体客户端当天浏览量达到 8.8 万

次。同样获得电视消息一等奖的温州市广播电

视台 《温州数字化改革对“样子货”说不 砍

掉 257 个项目省下 6.45 亿元》 则揭示了数字化

改革中的真问题，指出温州不断强化重大应用

的统筹，将 300 多个场景应用整合为 70 个重大

应用，砍掉了6个多亿的“样子货”，展示了温

州数字化改革的作为和担当。嘉兴市广播电视

台选送的《中国钮扣之乡重塑记》，则通过调查

层层递进，以跟拍记录的方式，真实反映了钮

扣企业艰难抉择、政府部门破釜沉舟的全过程，

体现了传统中小微企业自立自强、谋求转型、

抱团发展的决心和作为，以及传统企业走向智

能与科技的凤凰涅槃。这些作品的选题切口不

大，传播的内容却是改革发展的硬核问题。

（三） 时新性：新闻时效优先，价值捕捉快

捷

融媒体时代，快人一步意味着新闻价值度

的提升，以及传播力和引导力的倍增，因此，

要第一时点抓第一落点，善于捕捉新闻事件背

后的价值，第一时间吸引受众的注意力，并进

而快速“出圈”。获得一等奖的电视新闻访谈节

目 《杨倩：越努力 越幸运》 中，作为 2020 东

京奥运会首金得主，杨倩无疑是社会关注的热

点人物，宁波电视台紧急策划、多方联络，赶

在杨倩回家团聚的间隙，在她家的门口进行了

一小时访谈，抢到了最佳的报道时机。访谈节

目播出以后，人民日报新媒体第一时间转发，

阅读量达到了 100 万+，也引发了新一轮的

“杨倩热”。浙江卫视参评的消息《2020年浙江

城乡收入比首次破 2 城乡差距持续缩小》 简短

干练，突出时效，在有关部门发布新闻当天就

敏锐发现“破 2”背后“城乡差距持续缩小，

百姓收入越来越均衡”的“共富”信息，及时

向公众传递了信心，为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建

设助力。

二、回归：走入真现场，抓出“活”新闻

好的新闻作品必然是“走”出来的，要从

丰富的现场寻找新闻，提炼价值，而不能空穴

来风，更不能主题先行，而是要经历丰富的调

研和扎实的前期采访，直击第一现场，从距离

受众最近的现实中发现鲜活的新闻题材，反映

社会的进步轨迹。

（一）注重追踪调查，强化舆论监督

舆论监督正在成为主流媒体的“软肋”，不

过从2021年度的新闻参评作品看，舆论监督报

道式微在渐渐扭转，在连续 （系列） 报道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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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报道品类中占据了 C 位。可以说，直击事

实，挖掘真相，维护公平正义，推动社会进步，

既是重塑和提升主流媒体话语权的需要，也是

主流媒体参与社会治理的要义。在获得一等奖

的电视连续报道、浙江卫视 《电动自行车“超

标” 锂电池乱象调查》中，记者通过电动自行

车锂电池自燃造成人员伤亡的事件，对相关锂

电池销售使用、加工组装等多个环节进行了深

入调查，发现了一些电动自行车存在的安全隐

患，以及随之产生的“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报道从销售门店在严查之下顶风作案违规销售

改装大功率锂电池，以及一些“共享锂电池”

新业态公司，违规投放大功率锂电池的问题入

手，深入源头制造企业，曝光某些组装企业使

用新能源汽车的拆解电芯、次品电芯，甚至翻

新电芯的乱象，最后探讨了锂电池行业混乱的

原因，并呼吁加强相关监管。报道现场生动，

细节到位，揭示问题深入，既显示了记者很强

的调查能力，也展现了舆论监督报道的建设性

和推动力，彰显了主流媒体的责任和担当。

浙江电视台经济生活频道的 《柯桥轻纺城

商户遭遇“著作权索赔”》 中，记者也同样追

根溯源揭示问题。记者多次前往绍兴进行实地

调查，通过大量的采访，该组报道从行业、法

律、主管部门等角度，多方面剖析了当地纺织

业“花型”版权纠纷背后所出现的问题，也是

困扰轻纺市场提升发展的难题，进而增强了经

营户保护“花型”知识产权的意识，促使经营

户及时主动登记“花型”版权，提高发现、收

集、固定证据及应对侵权行为的能力。

（二）现场记录生动，叙事鲜活独特

新闻报道需要记者更多地融入到新闻事件

中，成为事件的目击者、观察者和体验者。面

对集体搁浅的瓜头鲸，台州市广播电视台先后

派出7组记者赶到现场连续报道了“烈日救鲸”

的动人场面。报道紧扣救援进展，持续跟踪，

真实记录了瓜头鲸救治、放归大海，直至最后

一头瓜头鲸伤重死亡的整个过程，以第一手真

实素材回应民众关切，使一条社会新闻成为一

个暖心流量事件。《拯救瓜头鲸》以连续报道的

形式，抓住事件的重要节点，时间线清晰，过

程连贯，现场记录完整，细节表达生动，既呈

现了丰富的信息，也传递了城市的温度，反映

了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具有

较强的冲击力和感染力。

衢州市广播电视台的 《手机一点有人应

“抢单”抢出满意度》中，记者通过现场追踪捕

捉，用纪实的方式生动展现了荷花街道群众投

诉、干部抢着干的事件。作品以网格员徐土根

这一人物为立足点，展示了荷花街道“四维考

评小程序”的抢单机制，采访过程中刚好赶上

了投诉接单，身临其境的体验感让受众切实体

会到基层治理改革后，基层干部对群众诉求从

“催着干”到“抢着办”的生动场景。

（三） 发挥本土新闻优势，掌握县级媒体密

钥

上接天线，下接地气，既是做好新闻的关

键所在，也是县级融媒体中心提升传播力的应

有之义。获得电视消息类一等奖的安吉县广播

电视台的 《全国首个县级竹林碳汇收储交易平

台落地安吉》，围绕构建竹林碳汇收储交易平

台，将专业知识与媒体语言相结合，将绿色理

念与当地实情相结合。随着竹林碳汇收储交易

平台成功落地，让空气换来真金白银不再是

“天方夜谭”，而搭建闭环的碳汇收储交易市场，

推动竹产业绿色创新发展、生态产品价值高质

量实现，背后体现了探索共同富裕实践新路径

的宏大主题。

德清县广播电视台的 《浙江“数字援青”

建共富“绿洲” 青海乌兰牧民享智慧放牧》，

记者与当地牧民同吃同住，真实记录并用心展

现了“牧民掌上放牧”“跟着定位找骆驼”等鲜

活的场景，使浙江数字化帮扶的地域和人文特

色跃然屏幕。除此之外，《村口的“涂鸦”：藏

在深山里的农民画展》 中，松阳县广播电视台

记者关注到了距离松阳县城约20公里的三都乡

松庄村里老年人的乡土画展。老人们将生活中

常见的物品“搬”到了画上，与年轻人的互动

亲切有趣，展现了本地普通人的精神富有，以

及对老年人情感与精神世界的关怀，浓郁的地

域特色和乡土气息充满吸引力和感染力。

三、回归：着眼小人物，谱写大情怀

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要爱具体的人，不要

爱抽象的人；要爱生活本身，胜于爱生活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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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这句话放在新闻报道中也同样适用。情感

是最直接的传播，而人是新闻中最重要的要素

和对象。只有新闻中的人是鲜活的个体时，受

众才能感到情感的共通和共振。

（一）以个体视角，探深刻主题

浙江卫视获得电视新闻访谈节目一等奖的

作品 《对话“陋室画家”位光明：人生的画布

我最喜欢画暖色》，主人公是来自绍兴的“陋室

画家”位光明，为了了解最真实的他，记者参

与了他的生活，跟着位光明一起收垃圾、蹬三

轮，在 38 摄氏度的高温下，在废品回收屋里，

与他谈天说地。具体而细腻的生活镜头展现出

这位“小人物”心中的“大世界”。宁波电视台

的电视消息 《“我叫党员！”——记台风“烟

花”中一位平凡的共产党员》，则以个体视角记

录了台风灾害中普通党员的奉献，以及小人物

背后的情怀与信仰。记者在受灾严重的洞桥镇

采访时偶遇救灾志愿人员，当结束采访记者询

问他的姓名时，他只说了一句“我是党员”就

离开了。在之后的救灾现场再次偶遇后，记者

紧抓线索，真实记录了这位党员救灾的平凡一

天，展现了一名党员的大爱与担当。

（二）以温情叙事，显新闻关怀

人文关怀是媒体的社会品格，更是衡量新

闻作品优劣的一项硬指标。在 《拯救瓜头鲸》

中，记者对瓜头鲸搁浅时艰难状态的表现，体

现的并不仅仅是动物，而是进行救援的人类视

角。用湿透的毯子物理降温的朴素方法与这些

通体黑色的“大鱼”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更

进一步展现了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命题。金

华市广播电视台的 《梅花香自苦寒来》 围绕着

梅花奖魁首婺剧演员楼胜的戏剧传承故事展开，

同时也对老一辈婺剧艺术家陈美兰、张建敏等

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展现了老一辈艺术家甘

愿当绿叶，同辈之间相互扶持的传承凝聚力和

地方传统戏曲的生命力。

四、存在的问题

首先，对新闻价值的提炼和对新闻事实的

开掘有待提高。比如，《中国首个非公企业党建

“双强”指数发布——试点城市落户温州 助推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这本来是一条非常具有

温州特色的新闻，但让人遗憾的是，且不说其

冗长的新闻标题，消息中对“双强”指数的特

点介绍过于空泛，对民营企业的案例挖掘缺乏

紧紧围绕助推高质量发展这一核心议题，尤其

是对全国的借鉴意义也仅停留于泛泛的表态上。

其次，此次参评作品中出现电视消息采写

专题化，连续 （系列） 报道结构平面化，新闻

访谈形式单一化等突出问题。比如，《东阳木雕

佳作安家“红色殿堂” 陆光正向中国共产党

历史展览馆捐赠作品》，这条捐赠消息总时长达

3 分 54 秒，本来报道作品本身以及作者的背景

讲述即可，但其中领导讲话内容占将近一半时

长，且大词充斥、画面单一、节奏拖沓，也缺

乏新意。而作为深度报道类型的连续 （系列）

报道，核心应该是事件的追踪、事实的梳理和

结果的呈现或者主题和事实的结构化布局和推

进，从而深化新闻主题。但此次参评的部分作

品出现了现象的分布式罗列较多，或“为赋新

词强说愁”，缺乏结构的张力和报道的深度。一

些新闻访谈的形式则陷入一种远离新闻现场、

宛若置身演播室静态访谈的窠臼。这对访谈双

方情绪和情感的调度，以及试图从现场获取

“神来之笔”是一种制约。

再次，评委们看到，参评作品中新闻性和

事件性强的新闻还是偏少，精彩到位的同期声

采访更是少之又少。比如，《“摸底大考” 亚

帆中心交出完美答卷》 等成就类报道，就当地

而言，可以算是一条不小的新闻，但是放诸浙

江省域乃至全国，新闻性相对较弱，且更多像

是电视版的工作汇报。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

参评的电视消息类节目中，基于文字材料的成

就式宣传偏多，来自新闻现场的事件类或有鲜

活人物和事件承载的报道还是偏少，要知道只

有记者“沉下去”，新闻才能“立起来”；同时，

作为新闻专业核心能力的采访也正在被削弱，

预设的、主题印证式的采访相对较多，事实挖

掘式的采访相对较少，精彩的同期声采访更是

稀缺，影响了新闻的鲜活度和价值度。

（作者单位：浙江传媒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