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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融合·创新发展

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开展主题宣传是主

流媒体非常重要的工作内容的职责和使命。在新

媒体传播生态下，一些传统的主题报道方式，因

为形式老套、语言刻板等弊端，已暴露出传播效

果不佳、群众关注度不高等问题。如何通过创

新，让主题报道“活”起来，提高其在受众中的

关注度，既是新形势下主流媒体自身发展的需

要，也是其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更好地向受众

传递党和政府声音的要求。

一、在大主题中讲好小故事

（一）精心取材，平凡故事中见真情

传统的主题报道往往站在政府工作角度去报

道某项工作开展的过程、取得的成效等。这种相

对工作化的报道方式容易让受众觉得和自己的关

联度不强，自然很难产生共情，达到良好的传播

效果。

主题报道应该如何取材和选择报道角度，才

能让受众产生共情呢？浙江广电集团浙江之声在

“八八战略”实施二十周年之际，在广播新闻中

推出了特别策划 《光阴的故事 “浙”二十年》

系列报道。报道以浙江举办的《大道之行—“八

八战略”实施20周年大型主题展览》中展出的

一幅幅与“八八战略”相关的历史照片为背景，

选取照片上的人物或与之密切相关的典型人物进

行采访，将“八八战略”在浙江的生动实践成

果，通过采访一个个平凡的人物故事进行呈现。

先后推出了 《义新欧中欧班列：奔向“全球共

赢”的“钢铁驼队”》《藏在相册里的山乡巨变》

《社区里的幸福老年食堂》等多篇主题广播新闻

报道。

（二）小人物视角，刻画大主题

以笔者采写的《光阴的故事 “浙”二十年》

系列报道之《社区里的幸福老年食堂》为例，它

以20年前拍摄的一张杭州翠苑街道邀请辖区老

人到老年食堂品尝菜品的历史老照片为创作题

材，讲述的是2003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

来到杭州翠苑一区社区视察，得知社区老龄人口

多，却因为没有食堂，老年人吃饭不便的情况

后，马上给予回应落实，继而在翠苑一区社区诞

生了浙江省首家老年食堂的故事。20 年来，翠

苑一区社区党委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民有所呼

我有所应 民有所呼 我有所为”的重要嘱托，让

老年食堂不断发展升级，真正成为社区老年人幸

福食堂，反映了在“八八战略”的指引下，杭州

基层社区的老年群体在家门口安享晚年、幸福生

活的主题。

在进行这篇主题报道创作时，笔者没有采访

相关城区的领导，也没有从建设成果的角度阐述

20 年来当地老年食堂的建设和发展情况，而是

将采访重点集中到普通老百姓的身上。新闻的主

人公是一位在翠苑一区社区生活了30多年的老

党员，当年他见证了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三

次来社区视察，以及社区老年食堂从开始筹备到

建设，以及发展的全过程。采访过程中，记者和

受访的主人公促膝交流，听他娓娓道来，回忆起

当年社区群众和领导们是如何一起克服各种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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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让社区老年食堂实现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

发展历程。采访过程中，老人饱含真情地讲述，几

度哽咽，笔者都进行了真实地记录和还原。当报道

最后通过广播形式呈现出来时，受众很容易能从老

人真情实感的讲述中引发共情。通过小人物的视角

反映“八八战略”在基层生动实践的重大主题，既

自然又生动，让人听之有感，感之有赞。

（三）融媒体传播让主题报道增色添彩

在完成了传统广播端的创作后，《光阴的故

事 “浙”二十年》系列报道又推出短视频产品，

同步在浙江之声的新媒体矩阵进行传播。与广播

仅靠声音打动人心的呈现方式不同，在新媒体的

创作过程中，记者们又重新对这组报道进行拍

摄、加工，通过短视频的方式进行呈现。在每期

2-3分钟的视频中，同样以新闻照片中主人公的

讲述进行贯穿，并配以音乐、字幕、影像资料等

多重方式呈现，让短视频内容更加丰满，作品推

出后取得了不错的反响。

主流媒体肩负着传递社会正能量的重要使

命。不可否认，如今自媒体的传播速度已经势不

可挡，很多新闻人物都是通过自媒体的传播后，

热度迅速上升，继而被主流媒体关注，并进一步

挖掘成为社会正能量的新闻人物。作为传统主流

媒体的新闻从业人员，要学会主动关注新媒体传

播，从中发现和选择有价值的新闻线索，从主流

媒体的角度再加工之后，采制富有创新性的主题

报道也是主流媒体记者所要具备的能力。

2022年3月，正是杭州疫情防控最为严峻的

时期。一天，一则“谢谢毛毛”的视频在朋友圈

刷屏。毛毛是谁？为什么要“谢谢毛毛”？一直

成为网络上关注的焦点。笔者注意到这一信息

后，迅速进行了解。原来毛毛是杭州丁兰街道的

一名普通社工，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这位

28 岁的年轻社工主动放弃休息，夜以继日地工

作，不仅为正在实施封闭的小区居民运送药品和

物资，还组建了小区微信群，耐心地在群里用知

心又暖心的话语安抚大家的急躁情绪。面对毛毛

的无私付出，小区居民们被深深地感动了。无法

当面感谢，大家在晚上站在自家阳台上，通过灯

光与歌声组成美妙的小区居民大合唱，表达对毛

毛的感谢。毛毛听到歌声后热泪盈眶，也与居民

们互动、相互鼓励。

了解到这个疫情防控中富有故事性的感人新

闻线索后，浙江之声迅速行动，当天就组建了由

记者（笔者）、主持人、摄像等组成的报道团队，

第一时间赶赴社工毛毛工作的社区进行采访，听

她讲述感人视频的由来，以及她作为一名年轻社

工参与疫情防控工作的所思所感。仅用半天时

间，报道团队便制作完成了访谈节目《毛毛，谢

谢你！》迅速在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进行推

送，通过一个青年社工服务基层的人物故事，向

受众展现了一个充满爱心、富有朝气、奋发向上

的浙江青年形象，反映的是在特殊时期基层工作

者与群众守望相护、共克难关的主题。正如作品

中写到的那样：“毛毛是一个人，也是千千万万

的人！”半小时的访谈，毛毛真挚的讲述感动了

无数的网友。通过融媒体传播后，也让这篇主题

报道更加具有传播力，成为疫情防控主题报道中

质量较高的新闻作品。

二、民生化体验式呈现，让主题报道更接

地气

近年来，主题报道越来越强调要接地气，体

现民生化视角。正所谓小切口反映大主题，也是

考验主题报道是否高质量的重要标准。

从笔者对这两年浙江主流媒体主题报道民生

化表达的实践观察分析，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在

“潮新闻”客户端推出的《改革体验官》系列报

道是其中比较优秀的创新报道作品。

《改革体验官》系列由记者和基层群众作为

改革体验官，亲身感受省内各地各领域，如何通

过一项项改革，让企业和群众收获满满的获得

感、幸福感。笔者注意到，“改革体验官”取材

广泛，体验深入工厂、车间、医院、车站等城市

最基层的角落，通过普通人的视角，设置医院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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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行政服务中心办事、老百姓身边的各项基础

设施是否高效使用等体验场景，每期以3—4分钟的

短视频形式在其客户端进行体验过程呈现，并在结

尾处配以体验者真实感受点评。通过短视频的场景

再现，让受众感受到政府在推进城市建设和增进民

生福祉各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

比如，在一期名为《无障碍环境方便吗？跟

着盲人小蔡去“闯关”》的“改革体验官”报道

中，来自杭州富阳的盲人钢琴调琴师蔡琼卉化身

一名丢失了市民卡的群众，通过运用富阳区的无

障碍公共服务系统，她体验了从出家门开始，一

路上仅使用手机，就实现了室内外交互式导航、

智能过街语音提示以及无障碍公交助乘等三大服

务功能，从而顺利完成独自一人前往富阳区行政

服务中心补办市民卡的全过程。短短3分多钟的

视频体验，直观且生动地反映了浙江把数字化手

段应用于城市无障碍设施建设，为视障人士生活

带来的改变。这种场景化的体验式主题报道形

式，新颖且具有趣味性，通过“人”的真实体

验，自然生动地反映了政府各个领域改革创新的

成果，是主流媒体主题报道形式创新上非常有益

的尝试。

三、直播融入主题报道，让受众沉浸式体验

随着媒体融合的纵深推进，直播的方式越来

越广泛地得到应用。通过将直播形式融入主题报

道，尤其是重大主题报道的内容传播中，可以让受

众同步参与到主题报道创作中去，带给其可看可听

可参与的沉浸式体验，并形成强大的报道声势。

2022年11月，浙江广电集团开展学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主题宣传时，创新策划推出大型

融媒直播“放歌”系列。首场大型融媒直播《放

歌钱塘江》运用长达200分钟的直播形式，通过

多场景互动宣讲、多视角影像呈现、多点位记者

蹲点，通过记者体验与人物故事相结合的方式，

展示浙江儿女奋进新征程的生动故事，让党的二

十大精神“声”入人心。

2023 年 7 月，浙江之声推出“八八战略”

20 年 《星空朗读 一张蓝图绘到底》 大型直播。

一个半小时的直播中，通过诗歌朗诵结合无人机

表演的创新组合形式，献礼“八八战略”20 周

年，充分展现了浙江20年来“敢为天下先 弄潮

儿向涛头立”的风采。

在重大主题报道中融入直播形式，让主流报

道的气势更加磅礴，更好地反映宏大的主题内涵。

四、开拓评论疆土，用记者视角解读新闻

价值

新闻评论作为新闻报道的补充和延伸，能帮

助受众更好地理解和解读新闻事件，也能为新闻

事件提供多角度的思考，从而引导受众思考，进

一步彰显新闻价值。主流媒体本身就负有引导舆

论的使命，在新媒体端运用好评论这一形式，既

能为主题报道加分，也能树立主流媒体权威的和

鲜明的特征及个性，引起受众关注。

怎么来进行评论呢？在传播中，个性化的

表达是不可或缺的元素，而个性化是人所创造

的。笔者以为，主题报道中还可以尽可能地挖掘

和利用好记者的潜能，特别是一些资深记者，经

过多年的采访实践，很多记者都已经是某些领域

的行家里手，应该充分调动其积极性，让其不仅

要写出好报道，还要写出好评论，让新闻报道的

立意升华。一方面，在主题报道播发后，要在传

统媒体端积极配发相关评论为主流报道增色。另

一方面，作为主流媒体还要积极打造新媒体端的

评论阵地，开辟符合每家媒体自身特色的主流评

论窗口，在新媒体端推出特色评论版块，由采访

记者进行多种形式的评论报道，将其在主题报道

中意犹未尽的话和自己的所思所感所悟在评论中

进行充分的表达；在新媒体端与网友进行积极互

动，让主题报道从单向的我说你听，变成双向互

动。通过慢慢地积累之后，形成具有媒体辨识度

的评论IP，相信这应该是在接下来的主流媒体主

题报道形式创新中可以进一步尝试和探索的路

径。

（作者单位：浙江之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