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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大新闻事件的报道中，媒体报道什么样的信息，以什么

样的方式报道，不同媒体对新闻不同的议题建构，形成什么样的

舆论，都关系到公众对社会重大新闻事件的认识。

做好舆论宣传工作，是疫情防控总体战的一部分。“为当前舆

论融入更多暖色调，营造风雨无阻向前进的浓厚氛围，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党中央作出的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重大决策部署上

来，必将激发万众一心的强大凝聚力、汇聚众志成城的磅礴力量。”

在抗击疫情宣传报道中，辽宁报刊传媒集团所属辽沈晚报、

“学习强国”辽宁学习平台和腾讯大辽网，充分发挥主流媒体主力

军作用，聚焦典型，积极策划，融入暖色调，突出亮色调，精准设置

议题、精心组织策划、精雕典型群体，推出《90后早当家》主题报道，

在内容和表达形式上作了诸多创新，努力让主题报道轻盈起来、生

动起来，展示了新型主流媒体的强劲策划力和创造力。

为当前舆论融入更多暖色调

新闻践行

体化机遇》报道专班，在县委宣传部的支持下，与县发

改局、县交通局、县经信局等16个职能部门建立了新闻

线索报送机制，安排专门的记者负责梳理和对接。对

于有价值的新闻线索，马上召开策划会，确定好报道方

案和报道时机，安排骨干记者跟进。

例如，在《抢抓一体化机遇》系列报道的策划方案

中，我们就明确要围绕交通堵点、产业堵点、治理堵点

等推出第一批报道。在实践中，我们在各部门报送的

线索中寻找合适的报道契机。在得知浙江和上海两地

交通部门将联手打通交界地段“断头路”这一消息后，

笔者立即与交通部门联系，确定以拆除当天的动态活

动作为报道的切入点，并从两地前期的会商工作进行

跟拍，用了六天时间进行采访，最后采制了《抢抓一体

化机遇——我县拔除浙沪便捷“拦路虎”打通“断头

路”》这篇新闻性很强的报道。

二、要注重鲜活性

电视重大主题报道的关键词是主题报道，目前业

界对主题报道的理解普遍是成就报道，因此采制出来

的报道容易变成材料和数字堆砌的产物，缺乏可看

性。想提高电视重大主题报道的可看性，就要充分发

挥电视媒体的优势，注重报道的鲜活性。

何谓鲜活性？笔者的理解是有鲜明的“走转改”特

点，强化蹲点报道的形态，尽量体现动态的新闻现场。

在实践中，我们也作了很多探索，要求记者尽量在动态

的新闻现场里出镜，用足电视媒体的特色优势。同时，

还要求记者多在现场进行行进式采访，以替代传统的

“站桩式”采访。

例如，嘉善县与临近的上海市青浦区和江苏省吴

江区开通了环线公交车来推进交通一体化。在得到这

条新闻线索后，我们第一时间确定将这条报道做成鲜

活报道，记者在新闻现场采用双机位加航拍出镜的形

式对开通现场作了鲜活展示。同时，我们登上第一趟

发出的环线公交车进行采访，在车辆行进过程中采访

乘客的获得感。同时，还在沿线乘客上车时抓拍他们

的喜悦表情并展开采访，最后采制出了《抢抓一体化机

遇——环线公交车上的“获得感”》这条鲜活报道，在播

出后得到了嘉善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的批示肯定，也

被上级媒体相继录用播发。

三、要注重全局性

作为电视重大主题报道，其本身都比较宏大，所以

需要我们在确立采访内容和谋篇布局时很好地把握全局

性，要跳出本地区来看选题的重要性，更要紧密结合相关

的政策来采制报道，充分做到“上接天线、下接地气”。

对“长三角一体化”这个选题来说，重点阐述全局

性的意义十分有必要。首先，这个选题是国家重大战

略，我们一定要从国家层面的高度来把握选题和报

道。其次，我们的报道虽然是立足嘉善县，但是很多内

容都无法绕开临近的上海市青浦区和江苏省吴江区，

所以一定要注重全局性。

在实践中，我们除了加强对相关政策理论的学习

了解，还和上海市青浦区、江苏省吴江区的宣传部门和

地方媒体建立了选题互报机制和采访联动机制，对相

关的一体化选题进行联动采访报道，通过三地协同来

很好地体现全局性。

例如，太浦河长白荡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位于嘉

善、吴江、青浦的交界区域，协同治水成了大问题，我们

在选题确立之后就积极联系吴江、青浦的本地媒体组

成了联合采访团，在分头采制各地推进措施的同时，又

共同聚焦三地的联动机制，突出了“同饮一江水、共护

一条河”的新闻主题，报道采制完成后在三地媒体同步

播发，在形成强大传播合力的同时，也很好地体现了全

局性，为三地今后开展同类报道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四、要注重融合性

这里所指的融合性是指传播形式上的融合性，因

为在当下融媒体时代，电视重大主题报道要提升传播

力和影响力，要和新媒体传播平台深度融合，在电视端

播出的同时做到新媒体端同步推发。

在实践过程中，对所有“长三角一体化”的报道，凡

是可以进行新媒体直播的题材，全都通过融媒体平台

进行新媒体直播，同时，对所有采制回来的报道，都在

电视稿件的基础上进行重新编辑，加工成新媒体短视

频或者微信图文报道后进行二次传播，有效地扩大了

受众群体的覆盖面和报道的传播范围。

以2019年第三季度为例，嘉善县传媒中心共推出

了《抢抓一体化机遇》相关电视重大主题报道37篇，结

合这37篇报道进行了19场新媒体直播，重新编辑推发

新媒体报道55篇，很好地体现了融合性。

综上所述，对于基层电视媒体来说，要做好电视重

大主题报道，一定要遵循新闻规律，在注重报道新闻性

基础上体现报道的鲜活性。同时，还要把握重大题材

的全局意义，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做好融合传播，以此

提升重大主题报道的传播力。■
（作者单位：浙江省嘉善县传媒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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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践行

做好电视重大主题报道的要点探析
——以《抢抓一体化机遇》系列报道为例

□章 丽

【摘 要】在新的传播形态下，如何让重大电视主题报道能够出新、出彩，入脑、入心并不容易，

亟待基层电视媒体采编人员在实践中破题。本文以嘉善县传媒中心《抢抓一体化机遇》系列报道

为例，从新闻性、鲜活性、全局性、融合性等要点展开探析，试论如何做好电视重大主题报道。

【关键词】电视 重大主题 要点 新闻性 鲜活性

电视重大主题报道是电视媒体对区域重大政策、重

大新闻展开报道的一种新闻报道形态，是很多电视媒体

的工作重点。

在“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推进的大背景下，开展

“长三角一体化”战略的相关报道是浙江省嘉善县传媒

中心的重要报道任务。笔者作为骨干记者一直参与这

组报道的一线采编，在做好报道的同时，也对如何做好

这组报道进行了总结。

一、要注重新闻性

新闻性是新闻的基本属性，电视重大主题报道作为

电视新闻的一种主要报道形态，一定要注重新闻性。所

谓新闻性，就是报道一定要有新闻由头，一定要从动态

的新闻事件切入。

要抓住新闻由头、抓住动态的新闻事件，就要从掌

握新闻线索入手。在实践中，我们专门成立了《抢抓一

且要敢于上前提问，最后是用真诚的细节打动被采访对

象。在做中学，在学中做。

3.人脉积累的重要性

一位女大学生因为一次见义勇为的行动而成为众

人关注的焦点，全城媒体都在寻找这个没有留下姓名的

大学生，那么如何在这个有着800万人口的城市里找到

这个女孩呢？

可以先从事发地点着手，缩小寻找的圈子，最终进

行定位。通过公交线路——生活区域——朋友圈子，记

者很快就确定了采访对象的大致位置。在确定了位置

后，下一步就要联系可能与见义勇为者有关的人，精细

化缩小寻人圈，根据前期的正确预判，在见义勇为者朋

友圈中找到了当事人，并完成了一次感人的采访。

采访可能会遇到众多不确定因素，因此采访前要对

采访对象有一个明确的预判，不放弃任何有效信源，积

极争取机会从多方突破，这样就可以增加突围的机会，

提高采访效率。运用发散思维，从一个圆点出发，画一

个圆，去圈定当事人朋友圈。

另外一个关键点在于，要重视日常采访中积累的人

脉，这些人脉的数量将为未来的采访助力。在这个采访

中，记者就是借助以往认识的一名学生会成员，找到了

采访对象。也就是说，在日常采访中，一个普通的学生

也有机会助力你完成一次困难重重的采访。

对于采访而言，没有偶然和幸运，所有的偶然和幸

运都来自于平日积累的经验。

二、结语

媒体工作并不像想象的那么轻松，笔者一位同事曾

经半开玩笑地抱怨，高考结束本想脱离高考，没想到当

了记者之后每天都是高考，这就是媒体人的工作状态，

会为一个新闻事件的独家线索而兴奋，会因采访一时受

阻而懊恼，也会因为突破了采访障碍而自信心爆棚。

从事记者这份职业，每天都会经历不同的故事，会

遇到不同的人，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培养质疑意识，想

想事件背后隐藏的东西，或许会收获到不同寻常的新闻

素材。做一名好记者的根本在于执行力的自我管理，其

中包括技能培养、信念培养、分析自我的能力。执行力

是一个记者成功的根本。在构建执行力上，首先是个人

能力上不断自我完善，采访中不断挖掘细节，其次要有

一个坚定的信念，最后善于总结在新闻采访中的得失，

并将其作为提升自我的根本动力。■
（作者单位：辽宁广播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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