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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新说事》民生新闻研讨专辑

摘要：电视民生新闻如何创新？怎样再铸

辉煌？移动传播、智能传播、融合传播的新生

态、新格局迫使电视民生新闻的创作传播者反

思反省。全媒体时代中国电视民生新闻创新的

理念与策略：在坚持民生化、融合化、移动化、

直播化的同时，以拓展引导力为基点研发融媒

产品，以增强传播力为核心提升综合传播效应，

以彰显影响力为目标发掘智能融合传播潜能。

关键词：民生新闻 媒体深度融合 创新

理念 策略

自 2002 年初起，以 《南京零距离》《直播

南京》 为代表的电视民生新闻栏目的创办与竞

争形成了独特的南京新闻现象，其创作传播者

开创了中国电视“三贴近”的新视界、新闻传

播史的新篇章。经历20年的风雨，在重操教鞭

之后，最近正在反思：中国电视民生新闻的理

念有什么特征，有什么启示？中国电视民生新

闻向何处去？在媒体深度融合的新传播格局下，

新时代中国电视民生新闻如何进一步贯彻“关

注民生、表达民意、关爱民情”的宗旨？

“无论是新闻资讯还是新闻专题，所有的节

目都力求在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之间找准结合

点、共振点，力求以民生的视角、贴心的语态

来关注民生、表达民意、关爱民情。”①这是中

国电视民生新闻的主旨或者说是主要特色。回

顾笔者创办的 《直播南京》《民声》《大刚说新

闻》《东升工作室》《亮见》等11个电视新闻民

生栏目，通过反思反省，笔者认为电视民生新

闻这面大旗还是要扛。原因是电视民生新闻的

内容坚持了“三贴近”，即贴近实际、贴近生

活、贴近群众。受众喜闻乐见，传播效果很好。

不能因为电视传播环境的改变、受众收看习惯

的变革而忽视或轻视民生新闻的价值，以及民

生新闻在中国新闻传播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力。

当下，学界、业界关于内容为王、渠道为王、

平台为王、技术为王的争论此起彼伏、愈演愈

烈。内容是核心竞争力不容置疑，但笔者认为

真正为王依然是用户，这是新闻自身规律所决

定的。我们始终要坚持用户为王的创作传播理

念和创新思维。在全媒体时代，只有信守用户

为王，真正尊重用户，作为传统媒体的电视才

有可能保持竞争力和影响力。这是中国电视民

生新闻繁荣发展、再铸辉煌的认知基石。在此

基础上，我们再来进一步研讨、探究电视民生

新闻创新的理念与策略。

一、坚持贴近贴近再贴近，在与受众的互

动中发掘引导力

所有的新闻都要坚持贴近性，城市台新闻

尤其如此。这是城市台新闻的优势。如何将优

势转化为胜势？关键是要做到始终如一地坚持

贴近，贴近，再贴近。嘉兴市广播电视集团的

《小新说事》 栏目之所以能够持续 18 年长盛不

衰，深受受众欢迎，是因为该栏目坚持内容的

贴近性，靠内容的贴近强化了与受众的互动。

该栏目的选题、故事内容、表达方式都贴近实

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如 2020 年 5 月 1 日

播出的 《小新说事》 讲了6个故事，《中心城市

品质提升：运南社区 改造提升》《劳动最幸福：

女“焊”将》《劳动最幸福：塔吊女司机》《武

汉 57 天 （下）》《路灯不开 节能减排？》《情

侣牵手 深夜偷花》。既有主题策划、议程设置，

讲述两个女劳动者的感人故事，又有舆论监督，

揭露路灯不开给百姓带来的生活困难，还有偷

花丑行的抨击。2022 年 1 月 12 日讲述的 7 个故

事中，《迎新春·城市精细化管理：绿道路灯不

亮 责任主体不明》《迎新春·城市精细化管理：

绿波覆盖 出行便捷》《迎新春·城市精细化管

媒体深度融合视域下
电视民生新闻创新的理念与策略电视民生新闻创新的理念与策略

唐 然 唐 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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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新说事》民生新闻研讨专辑

理：绿色停车位 限时免费停》是系列报道，有

好说好，有坏说坏。《甲状腺结节：发病率

76% 女性是男性的 4 倍》 是医疗资讯，强化生

活服务；《敬老爱老 发放“红包”》讴歌善举；

《小新说防骗：5 天被骗 67 万》 曝光丑行；《人

员被困火场 119 接警员引导救援》 讲述接警员

的故事。

从这两档节目可以看出，《小新说事》说的

是老百姓身边的事、关心的事和想说的事。这

些故事受众爱听爱看，能互动，有共鸣。不仅

如此，在故事的讲述中，在与受众的互动中，

潜移默化地传递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主流

意识形态，引导广大市民弘扬真善美，抨击假

恶丑。

新时代是双向传播、互动传播时代，受众

既是传播者也是受传者。好的传播内容往往是

受众点题，受到受众的启发，然后通过传与受

的互动交流来增强传播的质量与效果。无论时

政要闻还是社会新闻都要坚持内容的民生化和

互动性。这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理念在新闻

传播领域的具体运用与实践。

二、提升艺术感，拓展服务时空，增强综

合传播效应

全媒体时代电视民生新闻虽然面临再一次

转型，但民生新闻的核心竞争力并没有改变，

因为“关注民生、表达民意、关爱民情”的宗

旨受众欢迎，说新闻的方式百姓喜欢。这是为

什么民生新闻持续20年经久不衰的原因。有的

台主创人、把关人、主持人换了一茬又一茬，

但栏目名称、栏目宗旨始终没改，主要是因为

其收视率、影响力、广告发布量仍然处于所在

台所有栏目的首位。但变是硬道理，因为传播

生态、格局和受众收视习惯在变，传播机制、

营运市场等也在变，因此，民生新闻创作传播

者的理念、策略都要变。

电视民生新闻要下决心提升讲述的艺术感。

省市电视媒体创办的民生新闻栏目普遍存在的

问题是讲故事的水平与能力欠缺，主要是缺乏

艺术感。编辑、主持人不会发掘故事材质中蕴

含的声音画面细节，不善于将细节串联成情节，

不善于在情节的设计与演绎中呈现生动感人、

扣人心弦的故事。有些主持人简单叙述新闻事

实，讲故事变成了举例子；有些记者不善于分

析当地受众的文化消费心理和习惯，采制的视

听语言枯燥、呆板，缺乏生动性和可看性；有

些编辑将原本清晰明了的故事材质喋喋不休、

故弄玄虚地讲述成令人生厌的“神话”。《小新

说事》 栏目的语态和语言表达持续创新，既有

别于主流的时政新闻，又迎合当地的主流文化。

记者善于捕捉稍纵即逝的声音与画面细节。编

辑大胆将有关新闻事实和材质巧妙地串联成引

人入胜的故事。主持人的讲述与点评画龙点晴，

常常引发受众的心灵共振、共鸣。在表达的技

巧方面突破了传统的民生新闻的一些老套路。

电视民生新闻亟待拓展服务时空。好看又

有用是电视民生新闻的标配。但受众对有用的

理解不断发生变化。民生新闻要想方设法将新

闻故事与民生服务融合起来，让受众享受到看

得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服务。不仅仅是投

诉的事项大多能得到解决，还要有上学、就医、

康养、交通等方面的服务。市民利用媒体已经

从表达民意向追求更多、更好生活服务方向转

化。民生新闻的创作传播理念理应随之转变。

三、强化内容与技术的镶嵌式融合，激发

智能融合传播潜能

当下，融合传播、移动传播、智能传播是

大势所趋。电视民生新闻面临内容与技术深度

融合的机遇与压力。如果说20年前发起的电视

民生新闻大战靠内容取胜的话，如今仅靠内容

是远远不够的，实现传播诉求还需要更新技术、

拓展平台和渠道，坚定走数据传播、智能传播

之路。只有内容与技术镶嵌式融合了，才能实

现多媒介、多渠道、移动化、融合化传播。

新闻的生产传播要融合，内容和技术要融

合，也就是说除了内容要坚持民生化，内容、

技术、平台、渠道等方面要加强深度融合。同

一个新闻事件或故事要想方设法在移动媒体上

通过融合来传播。电视在移动端上实现新的更

加全面有效的传播效应，要想方设法让青少年

喜闻乐见。近年来，《小新说事》推出“嘉兴小

新”短视频、微信视频号，在微信、抖音等移

动社交媒介上发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受

众，粉丝活跃度高，在嘉兴重度活跃用户达

81%。《小新说事》不是将已播出的电视节目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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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新说事》民生新闻研讨专辑

片化，也不是简单地将已播出内容重新剪辑在

新媒体上播放，而是把题材选择、内容策划、

故事设计与演绎等主导权交给受众，在与受众

的交流中，从受众的评论中汲取营养、获得启

发。

与此同时，该栏目的编导还十分注重与新

传播技术专家开展合作攻关，共同研发数据化、

智能化传播的新产品。对于城市台同仁而言，

内容与技术的深度融合是十分艰难的创新历程，

技术资金投入、技术人才储备、融媒产品研发

等都面临较大的困境，但这是绕不过去的坎。

不激发智能传播的潜能，不追求全媒体融合传

播的综合效应，电视民生新闻就无法创新，也

不可能再铸辉煌。

2016 年 2 月，习近平主持召开新闻舆论工

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要求“领导干部要

增强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善于运用媒体宣讲

政策主张、了解社情民意、发现矛盾问题、引

导 社 会 情 绪 、 动 员 人 民 群 众 、 推 动 实 际 工

作。”②这是对领导干部提出的要求，也是全体

新闻人的工作准则。以人民为中心的宗旨与理

念落实到新闻创新实践中就是将民生新闻办得

越来越好，越来越有引导力、传播力、影响力

和公信力。为此，反思20年中国电视民生新闻

的创新实践，总结经验与教训，探索民生新闻

发展创新的新理念、新策略，概括地说就是把

握好电视民生新闻民生化、融合化、移动化、

直播化的趋势，创新创作传播理念，坚持贴近

性，提升艺术感，强化融合度，增强针对性、

有效性、前瞻性、指导性，持续提高传播质量

与综合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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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电视台民生新闻栏目在发展过程中，

有的看起来很热闹，却受限于诸多因素的制约，

经常只是昙花一现。而有的却能够成为栏目

“老店”，最终成为某个城市的集体记忆和时代

记忆，甚至能够为该城市地方志的撰写提供

“素材”。如果一家电视媒体的电视栏目在当下

新媒体的严重冲击下，能够做到持续发展 18

年，就有了哲学意义上的时间性和空间性，而

其背后必有独特的底蕴和功夫。嘉兴市广播电

视集团 《小新说事》 栏目确实做到了这一点，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当下，民生新闻所生存和发展的媒介生态

环境与十几年前的“高光”时期比，已经发生

了巨大变化。那么，从媒介生态环境视角做系

统性的观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新媒体迅速发

展乃至于严重冲击的语境下，民生新闻未来的

生存和发展中需要坚守和拓展的又是什么？

一、民生新闻生存和发展的媒介生态环境

的变化

（一）技术环境的变化

信息技术的变革，使民生新闻的生存与发

展环境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这让很多老电视

人发出了深深的叹息。但是，从媒介技术论的

角度来看，新技术对旧技术造成了连根拔起式

的强烈冲击，甚至是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替代，

这是具有“后浪”替代“前浪”性的自然演绎

特性的。

技术的变迁具有客观性，是冷冰冰的。媒

介新技术的发展使传统电视的日子不好过，但

环视四周，这种发展也使银行的日子不好过，

民生新闻的媒介生态环境与未来趋势民生新闻的媒介生态环境与未来趋势
李升科 李欣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