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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在于用情。好的报道一定是记者与采访对象

同频共振的结果。如果记者没有被采访对象感

动，在写作中没有注入真情，那么就很难写出感

动受众的文章。

在这组报道的采访过程中，记者是多次被感

动。首先是演员们练功的那股子劲头。有几天的

采访是在周六、周日，但是婺剧院的练功房依然

能看见不少人在练功。楼胜在跟记者聊天的时候

说，他不演出的时候，就是家里、练功房两点一

线，平时和妻子最喜欢的事情是探讨婺剧。

其次，是整个浙江婺剧团那种蓬勃向上的精

气神也感动着记者。在这里只有婺剧，没有角

儿，哪怕是梅花奖获得者也可能在一部戏里只是

跑龙套。最让我们感动的是婺剧人对婺剧传承的

爱护。陈美兰、张建敏都是梅花奖获得者，但他

们也是很早就让出舞台，一个在浙婺培养青年演

员，一个在学校培养婺剧苗子。正是因为有了这

些感动，才有了写这组系列的冲动，也才有笔下

的深情。

五、充分运用电视元素，让画面讲故事

电视报道是综合运用画面、音响、屏幕文字

等多种手段合一的报道。它是视听结合的报道，

是真正意义上的形象化的报道。在电视报道中通

过一些画面细节，可以让故事更生动。

这组报道中婺剧传承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记者在采访时特意关注浙婺日常传帮带的拍摄，

分别拍摄了朱云香、陈美兰、楼胜的传帮带，三

个画面细节，观众可以感受到浙婺之所以能保持

青春的活力，和剧团重视传承是分不开的。这也

是浙婺能在众多地方剧种中脱颖而出的原因。婺

剧演出的画面则为这组报道增加了视觉美感，也

为整组报道增色不少。

作为一名新闻记者，报道行业，让受众了解

行业，让行业稳步前行，也是职责与使命所在。

这组报道启示新闻记者要做好行业报道，就要熟

悉行业，不断地提高新闻工作者自身的素质，把

握时代脉搏，才能做好电视深度报道。

参考文献：

①牛洁《如何提高行业类新闻报道的影响

力》，《记者观察》，202年第14期，第116页。

（作者单位：金华市广播电视台）

在短视频行业井喷式发展的全媒体时代，如

何抓住风口，让党建短视频“轻装上阵”，在几

分钟的短片里以更鲜活的方式，讲好党建故事、

宣传党的政策、展示党建成果，让党建短视频既

有流量，更有“能量”？针对此问题，笔者就

《之江先锋》视频号刊播的党建短视频，结合自

身的创作体会和同行的好经验，谈一些粗浅的

看法。

一、选题紧扣时代“热点”

选题是做好短视频的前提和基础，合适的选

题是短视频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党建短视频与

一般的短视频有所不同，它要有时代精神或宣传

价值，能够通过故事，引起共鸣，起到示范作

用。这就要求我们在创作短视频时，不仅要求内

容新颖，还要紧扣时代热点。

在共同富裕赶考路上，山区 26 县如何共富

先行？我们聚焦衢州各个县市区的特色产业，谋

划推出了“一只羊、一条鱼、一只虾、一片叶、

一朵花、一根甘蔗”共富系列短视频。如《功夫

虾里说共富》，讲述柯城区石梁镇麻蓬村将功夫

党建短视频的党建短视频的
流量和流量和““能量能量””编码浅析编码浅析

朱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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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引入稻虾养殖，打造功夫小龙虾，将文农旅

结合，描绘出“一只虾富裕一方人”的乡村“富

春山居图”。又如《共富路上的“领头羊”》 讲

述的是江山市峡口镇枫石村如何用好“一只

羊”，破解“扩中”“提低”这个共富命题。通

过引进国内养殖标准较高、规模较大的产业园

浙江华欣湖羊生态示范园，探索出一条以“羊

来羊回”“种来种去”“人来人往”为基础的一

体化共富模式，带领当地老百姓走向共富。《一

片叶子的共富“密码”》 讲述的是龙游县罗家

乡荷村村大力发展黄茶产业，推动茶旅融合，打

造特色民宿等，让一片“黄叶子”变成百姓致富

的“金叶子”。

这些共富系列短视频紧扣时代热点，讲述了

这些产业背后基层党员干部在推进共同富裕过程

中的生动故事，通过一只羊、一条鱼、一片叶等

不同视角，串联起共同富裕道路上的“全景画

面”，着力呈现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奋勇

争先的先锋力量。

二、拍摄注重感人“细节”

画面是短视频的重要元素，用镜头“讲”好

故事也是门学问。叙事节奏无论舒缓还是紧凑，

贴近生活、直抵人心的作品才感人。拍摄聚焦细

节，通过人物的个性化言谈举止，以及能进行情

感表达、形象塑造的细节刻画人物的形象，使作

品的主题更突出、内容更丰富、意义更深刻。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

卫祖国，就是保家乡……”在第九届“最美衢州

人”十大年度人物颁奖典礼现场，93 岁的抗美

援朝老兵余元利现场演绎 《中国人民志愿军战

歌》，动情之处他匍匐向前展现战斗姿势。摄像

抓拍到了他匍匐前进的这一细节，并迅速制作成

了题为《摆好战斗姿势，随时准备跃起冲锋》的

短视频在“无线衢州”视频号首发，又在抖音、

快手等平台发布，阅读量超300万，之后又相继

被“美丽浙江”“人民日报”等抖音号转发，短

短几小时，点赞量就突破600万。短视频能抓拍

到感人细节，纵然内容平实，但具有感染力的画

面也能感动观众，也能成为短视频中的爆款。

如《余永宜：一百六十八本扶贫笔记》，短

片通过余永宜 22 年的 168 本扶贫日记，记录了

衢江区摘掉欠发达县“帽子”的历程，也见证了

低收入农户增收致富的喜悦，更彰显了他一心为

民的初心。短片中一位因病致贫的低保户在余永

宜的帮助下获得了医疗补助。当我们去采访的时

候，这位农户紧紧握着余永宜的手，一个劲地夸

奖老余，发自内心地说共产党好。摄像也抓拍了

这个动人的细节。这个故事只是他168本笔记中

的小故事。通过这一个个感人的细节，反映出像

余永宜这样许许多多的扶贫干部，正是由于他们

多年来的坚持，才取得了全国脱贫攻坚的胜利。

三、包装合成要讲“艺术”

短视频制作要对拍摄的素材进行精心的编

排、剪辑与合成，进行“艺术性”的创作。如何

在后期制作中体现“艺术性”？

首先是音频处理应用得当，合理运用配音解

说、同期声以及配乐。配音解说要清晰、饱满、

圆润，抑扬顿挫，能够体现人物的喜怒哀乐，烘

托人物所处的环境。同期声的运用要力求简洁明

了，避免冗长。配乐要张弛有度，长短适宜，能

够渲染气氛、深化主题。

其次是视频剪辑虚实结合，对于一些可以用

现实画面表现的镜头，要按照逻辑加页序进行合

理剪辑；而对于一些无法通过现实画面表现的，

要巧妙运用空镜头来表意说明。

再次是特效使用把握分寸。短视频中特技效

果的使用，能够使片子增色不少。但是，在特效

使用过程中，我们要把握好“度”，切不可因添

加特效而改变人物以及叙事的真实性和客观性。

如《许云：为中国转动发力》，由于短片的主人

公是开发轴承的，接触的很多都是高端轴承，广

泛应用于高铁、航空领域，在后期制作过程中，

为了使画面内容贴合脚本，就制作了特技，不仅

符合当时的真实情况，也使整个短片看起来更加

高大上。

综上所述，党建短视频制作从选题、文稿撰

写到拍摄，再到后期包装，都需要精心谋划，用

心制作，把创作者的意图与被摄者的思想有机地

结合起来。只有不断加强业务知识的学习，提高

自身的创作水平，把握短视频制作规律，才能创

造出更多有流量、更有“能量”的党建短视频。

（作者单位：衢州市新闻传媒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