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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一般的经济产业，文化产业具有意识形态和产业双

重属性、经济和社会两种效益。国有文化企业具有引领示范作

用，在社会效益方面，必须提供突出思想内涵的文化产品和服

务，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更好地引领社会风尚；在经济效益

方面，应该接轨数字经济，搭建跨界文化产业链，加快推动文化

与相关领域融合发展，重点发展“文化+”新业态、新产品、新模

式，有效激发文化市场主体活力。

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打造“文化+”新业态

探 求 新 闻 理 论 创 新 媒 体 发 展

主办 辽宁报刊传媒集团（辽宁日报社）

辽宁省新闻工作者协会

03 国有文化企业坚持“两效”统一的几点思考 白立辉

06 加快博物馆建设，推进文化旅游业跨越式发展 杨 娜

本地新闻采访时重要，在异地采访时更为重要。

对于记者来说，到异地采访，即便提前做过功课，对

整体环境也会感到“陌生”。依靠当地相关部门提供的

材料和当地同行的资料画面不失为一条捷径，但是这样

拼凑出来的新闻是没有“精气神”的新闻，所以在一系列

异地采访中，不管条件如何受限，都应该坚持到新闻现

场去，采集带“热气”的新闻。

以在四川省金川县的报道为例，我们计划采访报道

诸暨企业推动金川“消费扶贫”，这就需要采访拍摄当地

优势产业的实际情况。但是野生菌、花椒的采收现场都

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山。考虑到路途和高原反应等

原因，当地建议采用金川县电视台拍摄的资料素材，不

过笔者一行还是坚持到一线采访拍摄。为了采集第一

手素材，我们坐车数小时到达海拔约4000米的村寨附

近，在走几步就喘重气的情况下，手牵手在山路上负重

前行，在野刺和杂草中深入一线，采访了在山林中采菌

子的老农以及正在采收花椒的藏族同胞，听到他们感谢

消费扶贫的心声，拍摄到一个个鲜活的画面。

在阿瓦提县采访期间，由于语言不通等原因，在当

地县城的采访几乎全部靠走，也正是一路上的行走，让

我们捕捉到了维吾尔族少年在路上向浙江援建碑敬礼、

维吾尔族学生拉着援建人员去家里做客等“热腾腾”的

鲜活画面，将援建情很好地凸显出来。

二、用好眼力，在多信源中表现大主题

用好眼力，就是要求记者在采访中善于观察、善于

辨别，既能从宏观层面把握大局，又能在微观层面发现

细节。对于异地采访来说，时间往往相对仓促，依靠网

上搜集的素材和兄弟电视台提供的资料往往不够。从

什么样的切口开始采访，整个报道的主题如何提炼，这

就需要我们充分用好眼力，从众多信源提供的海量信息

中剥离出最有用的信息来确立主题，从而更好地为做好

报道服务。

“融杭接沪”系列报道是2019年诸暨市广播电视台

为响应诸暨市委、市政府“与杭同城”主战略推出的异地

采访报道。笔者第一站前往嘉兴海宁市采访，当地相关

部门提供了很多材料，包括当地“产业融杭”“文教融杭”

等九大方面内容，采访团队结合诸暨市实际，在这些材

料中挑选了“交通融杭”这个主题，重点放大杭海城际铁

路的建设情况，报道播出后引发了很多人的共鸣。

在四川省金川县的系列采访中，我们也是从几大本

的素材资料中，选中了芥菜扶贫、医疗援建等几个主

题。采访和播出效果证明，采访团队的眼力用得准。报

道在本台播出后引发热议，还先后被浙江卫视和新华社

等媒体采用。

三、用好脑力，靠多思考解决问题

脑力就是思考的功力，解决问题的能力。用好脑

力，就需要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多想多思，把存在的问题

说透，给受众以更好的启发。在异地采访过程中，我们

往往是“单兵作战”，没有更多的策划团队支撑，更需要

多思考，多用脑，从而将报道做深做透。

以“融杭接沪”系列报道为例，策划的初衷是希望这

组报道推出后能够实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效果，这

就需要在报道中融入更多的思辨性。如在《次坞打面:

走出去 路还远》这篇报道中，记者在采访中不断思考次

坞打面在“融杭”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最终呈现出次坞打

面在“融杭”过程中变味、次坞打面文化凸现不足、次坞

打面在杭州推广不够集中等问题，节目播出后不仅引发

行业协会和从业人员的热议，也被相关主管部门夸赞问

题抓得准。

在四川省金川县的系列报道中，不仅展现援建成

果，更注重展现当地发展中亟待打通的“堵点”问题，如

销售渠道不畅、品牌意识不强、文创人才稀缺等。报道

播出后，在给当地产业发展把脉的同时，也给下一步援

建工作提供建设性意见。

四、用好笔力，为弘扬主旋律发声

笔力就是记者对文字的驾驭能力，简单来说就是掌

握新闻写作的基本规则。用好笔力，对于记者来说是职

责所系。笔力用得好，就能决定报道播出的最终效果。

异地采访报道往往是媒体单位的重大战役性报道，

分量重、要求高，所以记者要在采访和后期打磨稿件的

过程中下足功夫，不断优化，写出笔力深厚的稿件。

在阿瓦提县的采访中，当地人将诸暨企业比作太

阳、当地学生将援建教师比喻成“老顽童”等精彩片断，

都在记者的笔触下放大，让报道更加富有可看性，体现

了记者的笔力。

综上所述，对于新闻记者来说，面对异地采访的重

要题材，一定要用好脚力、眼力、脑力、笔力，从而发现更

多有价值的故事，写出更多鲜活的报道。■
（作者单位：诸暨市广播电视台）

【参考文献】

[1]张弦. 县市区电视台重大题材的异地采访的方

法探索[J].视听纵横, 2019,(02).115-116；[2]李洪才.践行

“四力”写有温度的新闻[J].中国报业,2019,(21).92-93.

全媒体“中央厨房”式新闻生产研究

国有文化企业坚持国有文化企业坚持““两效两效””统一的几点思考统一的几点思考

数字出版环境下校对工作的新趋势浅探数字出版环境下校对工作的新趋势浅探

万方数据



学术界面
08 新时期图书出版编辑的职业素养要求 张笑城
10 数字出版环境下校对工作的新趋势浅探 童子乐
12 高校校园媒体转型与发展研究 邹 涛 陶 槊

13 全媒体视野下新闻学专业教学改革探析 高玉烛
15 新闻评论写作应注重的三个维度 于 淼

17 新媒体时代下文艺宣传记者人才培养研究 姜 萌

18 高校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教学研究 何宇航

20 新媒体环境下的媒介素养探讨 丁 亮 宋 蕊

21 播音主持专业教学的反思与探索 钱 程

23 信息时代新闻采编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黄 志 曹振宇

24 浅议网络新闻传播的实现途径 张乃千

26 主流媒体舆论监督引导力浅析 陈怡荣

理论探析
27 做强党报深度报道 提升影响力传播力 王海涛
29 地方党报的融合转型发展浅析 周志成

30 地方党报时政新闻报道如何守正创新 蒋予昕
32 地方党报头版头条编排灵活性研究 阮宝夫
34 党刊记者全新定位策略探究 何 迪

35 微信舆情治理的现实挑战与路径选择 鲁 玲

37 融媒体时代下传统媒体的守正创新 杨 迪
38 新媒体环境下纸媒记者角色的新思考 李 卡

40 新媒体时代新闻采编能力培养策略研究 李秀双

41 新形势下新闻采编技巧研究 董 俊

43 融媒体时代如何提升新闻舆论引导力 徐玉慈
44 新闻编辑媒介素养的提升路径 周 丹

46 社交媒体时代大学生KOL素养的提升途径 易 慧

采编杂谭
47 增强经济新闻可读性的举措分析 荣金芳
49 新媒体时代提升广播电视台编辑素质的对策 赵娴静
50 广播电台编辑的创意策划及责任感分析 于林敏
52 编辑创新意识与编辑能力培养分析 王倩菁
53 新媒体时代报社新闻采编能力培养探析 张晓莉
55 电视新闻采访技巧与情感因素探析 张 晖

57 融媒体背景下行业新闻的采写策略 杨承军
58 新媒体时代新闻采编工作路径探索 杨小艾
60 新媒体环境下广播电视台新闻编辑工作特点 方凌志

61 县级广播电视台新闻编辑工作探析 刘艳春
63 融媒体时代下编辑融合意识的提升探讨 刘 云
64 媒体融合时代电视新闻采编工作的创新途径 樊 篱

业务研究
66 社交媒体环境下传统品牌再定位探究 李已颂
68 写精彩导语，为新闻“点睛” 庄 衡

69 新媒体环境下电视台新闻报道的转型与创新 王 提

71 互联网时代提升广播电视专题制作质量研究 于海燕

73 论主持人在新型旅游文化节目中的重要性 张艺婕
74 媒介融合环境下新闻采编人员的职业素养探讨 孙海军

76 如何把节目打造成平台 王献鹏

78 电视音乐的音响风格探析 冉亚敏
80 新媒体时代报纸编辑工作转型与创新思路 陈 群
81 县级广播电视台新闻编辑转型探究 王红伟

83 融媒体时代新闻策划要素分析 王玉文
84 广电编辑素质提升与业务创新研究

牛小宁 迟嘉钰 崔 璨

86 杂志书与新媒体融合发展研究 孙云鹏

视听论苑
87 网络电台APP对传统广播的促进作用 刘子群
90 电视新闻专题片创作贵在以“真”动人 康永春

92 电视综艺节目后期制作中镜头时长的处理 周长琴
94 巧妙用好同期声，让电视新闻鲜活起来 谢忠余

95 广播新闻评论如何引领百姓生活 王 丹
97 电视新闻调查性报道略论 孙 巍

98 谈新闻摄像中角度的选择问题 穆英彪
100 融媒体视域下未来央视春晚歌曲甄选趋势 黄 辉
101 论融媒体形势下的电视新闻采访技巧 杨 光
103 融媒体时代电视新闻节目的发展与创新 吴成洪
104 今日头条号体育类短视频的内容生产研究 李 芬
106 广播电视进社区对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的作用

于 娜 王 静 左 杰
107 电视新闻节目画面拍摄的技巧和艺术性 叶 强
109 浅析地方电视台新闻前插入广告之选择 周志辉
110 电视新闻摄像记者的基本素质 刘 帅
112 试析摄像师在电视专题片中的作用 姚 远
113 中国电影音乐的民族性及其发展走向探析 李方博
115 浅析主旋律纪录片的亲民化倾向 姜明君
116 公共媒体短视频新闻生产路径探析 赵晓含
118 符号学视角下的《长安十二时辰》 廖 玥
119 “互联网+”视频传播与编导的创新分析 刘晓鸥

主播在线
121 广播电视主持人如何做好现场报道 张 琦
123 主持人多角色播音主持的应变能力分析 张 璐
124 以声传情，以乐动人 孟 维
126 论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的个性化主持 韩 溟
128 广播电视主持人在节目介入上的参与空间 余 闵

学子天地
129 广播节目商业化运作的转型与升级 袁福山
131 H5新闻作品的应用和展望 任 坚
132 探析《影》的东方叙事美学 彭 勃

新媒前沿
134 社交平台“互联网+公益”模式可行性探索 姜玢竹
137 医美类微信公众号传播效果分析 彭校梅
138 自媒体对互联网经济的驱动探究 王自力
140 如何做好人物专访类公众号文章

徐婧瑄 郑 笛 李咏柳 李 莉
141 如何打造县级融媒体全能型记者 郑 威
143 新媒体时代网络新闻正能量传播范式探析 刘颖洁
145 浅析文化自信视角下县级媒体融合之可能 齐泰宇
146 全媒体语境下编辑的角色转型与功能拓展 雷利萍
148 新媒体环境下广播新闻编辑与传播效果 於成平
149 新闻编辑在媒体融合时代的转型探寻 连丽萍

新闻践行
151 全媒体“中央厨房”式新闻生产研究 顾潇宵
152 主流媒体突发事件舆情传播“时度效”之把握 王雪冬
154 增强“四力”，传递时代声音 赵 凤
155 记者如何在异地采访中增强“四力” 胡正涛

名家说图
内敛或者含蕴 薛百成

2020.01 155

新闻践行

记者如何在异地采访中增强“四力”
——以诸暨市广播电视台为例

□胡正涛

【摘 要】随着区域一体化发展和对口援建等相关工作的推进，基层媒体记者”走出去”进行异地

采访已经成为新闻宣传战线的常态化工作。深入异地采访并不容易，除了情况不熟悉之外，还有通联

上的诸多难题。在相对陌生的采访一线增强“四力”显得十分必要。本文以诸暨市广播电视台的系列

异地采访实践为研究样本，探析记者如何在异地采访中增强“四力”。

【关键词】记者 异地采访 四力 报道

异地采访是指记者到外地进行采访报道，是一项难

度相对较高的采访任务。笔者作为诸暨市广播电视台

的外宣记者，承担了诸暨市广播电视台异地采访的主要

任务。如何做好异地采访报道，最好的答案就是增强

“四力”。

2019年5月开始，诸暨市广播电视台组建异地采访

团队，笔者作为主要成员，深入到浙江省内兄弟县市和

诸暨市对口援建的四川省金川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

瓦提县，在相对“陌生”的新闻环境里，依靠脚力、眼力、

脑力、笔力发现新闻，采制了一批鲜活的报道。

一、用好脚力，到真现场挖真新闻

用好脚力，其实就是要我们注重实践，扑到新闻一

线调查研究，在真现场中挖掘真新闻。这样的要求，在

四、增强笔力，助力脱贫攻坚

增强笔力，用话筒、用笔记录脱贫攻坚感人故事，分

享精准扶贫丰硕成果。2020年脱贫攻坚已到了决战决

胜、全面收官的关键阶段，必须咬定目标、一鼓作气，坚

决攻克深度贫困堡垒，确保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同

全国人民一道迈入小康社会。在此背景下，笔者深入乡

村站点进行深度信息挖掘，采集丰富的声音素材。

打好打胜脱贫攻坚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

阶段的关键一战。 在精准扶贫过程中，北京市除了对

本市低收入村和低收入困难群众给予精准救助，更是自

觉承担起大国首都的政治责任，创新性推进扶贫支援工

作，协作和支援合作的7个省区90个县级地区探索出了

全民参与的消费扶贫、产业扶贫、“组团式”扶贫、“互联

网+”扶贫、智力扶贫、金融扶贫、全链条科技扶贫等有效

模式。

在这次采访报道中，节目组充分挖掘全市扶贫支援

工作特点、亮点，大力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

的重要论述、党中央扶贫协作决策部署和北京市扶贫支

援先进典型及经验，深入北京低收入村以及具有典型意

义的对口支援地区，采写和讲述最具中国特色的“扶贫

故事”。

新闻舆论工作是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而广播

又是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载体，在推进高质量发展过程

中贯彻增强“四力”的要求，是广播提升新闻舆论传播

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的重要方法。广播媒体要以

“四力”为抓手，开拓广播发展新局面，更好地担负起党

赋予广播媒体的职责使命。

用脚步丈量乡村美景，看产业兴盛，享田园风光，感

受富裕生活；用声音记录乡村振兴，听改革历程，品乡情

故事，弘扬时代新风。在这次采访活动中，身为新闻工

作者，笔者把深入乡村采访作为深化“走转改”、践行“四

力”、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广阔舞台和

重要课堂，发挥广播媒体的声音优势，讲好新时代的北

京故事。深入乡村采访，笔者深刻体会到，鲜活的故事

源于百姓的真实生活，尽管距离只有百里之遥，城乡差

距的现状不容忽视，京郊农村还有大量家庭在努力脱

贫、杜绝返贫。只有深深扎根于基层，倾听基层的声音，

关注基层民生，才能制作出听众喜闻乐见的好报道。■
（作者单位：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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