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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慈善公益事业

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电视作为传统的媒体力量，在慈善节目制作

方面的表现对慈善事业的推广和深化有着重

要影响。杭州电视台生活频道推出一档引人

注目的公益慈善节目——《钱塘善潮》。该节

目以“你守大家 我护小家”爱心联盟项目

团队为运营核心，链接了“善城杭州”一系

列慈善人物和公益项目。

自 2022 年开播以来，《钱塘善潮》 在收

视率、质量和影响力等方面均表现出色，迅

速成为业界的品牌节目。尽管发展时间相对

较短，但该节目已经展现出较强的影响力和

广泛的关注度。凭借其卓越的表现，该栏目

团队在2022年被评为浙江省网络视听“年度

公益团队”，充分体现了在公益慈善领域的

突出贡献和影响力。《钱塘善潮》 的迅速崛

起得益于其创新发展策略。首先，节目密切

关注社会需求，积极寻找并解决社会问题，

使公益活动更加贴近民意，真正为有需要的

人提供帮助。其次，节目尊重真情实感，倡

导真诚、温暖、积极的公益态度，使观众能

够感受到真挚的关怀和爱心。再次，《钱塘

善潮》 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拓展传播渠

道，提高节目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此外，节

目还布局平台合作，与多个机构、企业和社

会组织建立合作关系，共同推动公益事业的

发展。

一、打通信息渠道，丰富节目题材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信息挖掘一直是栏

目组的工作重点之一。在题材选择上，注重

故事性、专业性和实时性。故事性即通过讲

述感人的故事，引发观众的共鸣和关注。突

出专业性：邀请专业人士进行解读和分析，

提高节目的权威性和可信度。强调实时性：

及时报道最新的慈善活动和成果，提高节目

的时效性和影响力。

节目的信息来源主要包括新闻线索、热

线电话、新媒体平台 （如微博、抖音、快手、

微信公众号） 等。这些方式各有特点，但同

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栏目组在线索渠道

的打通上花费了不少心血。一是强化官微建

设。提升用户体验，如在线咨询和提供信息

功能的完善等，以便更好地满足求助者的需

求。二是善用新媒体平台。除了传统的电话

方式，更加重视新媒体平台的作用。例如，

增加在线线索渠道，设置专门的团队负责在

各大新媒体平台收集和筛选题材。通过与平

台的合作，如使用 AI 算法进行大数据分析，

以更精准地定位潜在的求助者信息。三是增

加社交媒体互动。鼓励受众在社交媒体上分

享自己的故事和求助信息，通过与受众的互

动，增加题材来源的多样性。四是建立信息

共享机制。与其他相关机构或平台建立信息

共享机制，比如，与杭州的民间慈善组织、

社会团体等合作，以获取更多具有社会价值

电视公益慈善节目创新策略探讨电视公益慈善节目创新策略探讨
——以杭州电视台《钱塘善潮》为例

胡晓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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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求助信息。

二、积极回应需求，挖掘感人故事

目前，全国的电视慈善节目主要集中在

综艺、新闻和专题等领域。其中，综艺领域

的慈善节目形式最为多样，包括竞演、选秀、

访谈等；新闻领域的慈善节目多以新闻报道

的形式呈现。为了增强栏目的专业性，《钱塘

善潮》 在创建之初，就以专题领域的慈善节

目为定位，以深度报道和专题片为主。

在节目内容方面，栏目组在大格局上找

到小切口。慈善事业发展到现在，不仅仅是

传统意义上的“崇善行善、扶危济困”，志愿

服务是慈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社

会治理创新、促进社会文明和谐的重要力量。

同时，慈善事业还是深度参与社会治理、助

力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角色，是第三次分配

的主要渠道。在内容上，栏目组寻找像“小

黄人”肝移植志愿服务组织几十年如一日默

默支持困难家庭的催人泪下故事。在慈善共

建方面，讲述杭州市1+N特色慈善基地创建

计划，深挖这些基地的当家人如何通过“乡

贤共济”“专项引导”等办法，开展“善创空

间”品牌运作，创成慈善街区、慈善学校、

慈善养老等具有一定造血功能的慈善帮扶故

事。在聚力改革方面，深入追踪前沿故事。

比如，杭州设立全国首单不动产所有权慈善

信托，全国率先设立规范性、引导性、否决

性3类指标体系，开展慈善信托评估。在聚力

向善方面，反映暖厨计划、阳光助学、暖心

救助、善居工程、老年人康复器具租赁、社

工心理健康关爱等一批项目有效实施，推动

从“帮扶一个人”到“幸福一个家庭”的慈

善氛围。在聚力发展方面，积极反映数字化

平台打造方面的新形势，选题聚焦在“慈善

一日捐”扫码捐赠统一标识，“慈善杭州”行

善、求助、认领、救助的数字闭环管理体系，

让指尖慈善方便可及等创新慈善模块等方面。

慈善电视节目担负着社会责任和一定的

教育功能，但如果在节目策划时缺乏一定的

框架和方向，就很容易在表现主题时缺乏深

层次意义的探讨，或者说教性太强，使观众

产生逆反心理。在关注这些话题的时候，避

免枯燥乏味，栏目积极挖掘事件背后的人物

故事，结合多元丰富的人类情感，从新的视

角生动阐述，体现了节目保持题材多样性和

时代性的努力。一是设定一个贯穿整个故事

的脉络，呈现每个节目选题的独特意义所在。

二是通过3—5个总结性的小标题字幕条，展

现发展过程中的几个代表性阶段。三是通过

贯穿其中的一件件具体而微小的事件，增加

节目的感染力和画面感。以上3个部分环环相

扣，形成节目展开的基本框架，既有具体感

人的细节，也有完整的故事脉络，还有意义

层面的拔高。

三、以活动带动平台建设，提升节目影

响力

《钱塘善潮》积极布局平台合作，凝聚公

益力量。栏目成立 3 年来发起了“你守大家

我护小家”爱心联盟。以活动促进联盟发展

壮大，目前已有近百家企业成为联盟成员，

各尽其力发挥慈善力量。在杭州市慈善总会

的指导下，该联盟持续开展各类公益行动，

营造“我爱人人，人人爱我；我为人人，人

人为我”温暖积极向上的社会氛围，彰显媒

体公益属性，助力杭州搭建“政府推动、民

间运作、社会参与、各方协作”的慈善事业

发展大格局。比如，2023年杭州市举办了第

19 届亚运会和第 4 届亚残运会，“你守大家，

我护小家”爱心联盟联合杭州市残联推出

“喜迎亚残运，盛会添光彩”的主题活动，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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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亚残运会，展现关爱残疾人的美好社会氛

围。“慈善大篷车”系列活动，每年固定与社

会组织一起，进入杭州市社区进行公益慈善

政策法规的宣传。汇聚众多企业主和爱心人

士的“钱塘善潮慈善拍卖”，旨在为贫困地区

的孩子们筹集善款，让他们能够获得更好的

生活和教育资源。“慈善杭帮侠”活动邀请观

众“以物易物”换得相应物资，帮助需要帮

助的人。这些由 《钱塘善潮》 节目延伸出来

的慈善活动不仅展示了慈善的力量，也提高

了公众对慈善事业的认识和参与度。《钱塘善

潮》 还与杭州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合作，共同

设立微心愿圆梦基金，由社会组织发掘和委

托实施对于困难儿童的资助，帮助他们实现

医疗救治、改善居住环境、支持完成学业等。

《钱塘善潮》正在创造性地将爱心联盟、政府

部门和公益组织公募基金会聚合在一起，形

成强大的公益力量，通过多方的通力合作，

发挥各平台的特长，实现更好的节目效果和

公益效果。

四、借助媒体融合，提高传播能力

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的速度更快、范

围更广，但也面临着更多的竞争与挑战。传

统的公益慈善节目在传播上存在一定的局限

性，无法满足广大观众的需求。《钱塘善潮》

主动与新媒体相融，拓展新的传播路径。

一是搭建布局全媒体平台。注重各个平

台的协作，放大宣传效果，并通过社交媒体

开展募捐活动。通过杭州文广集团融媒体开

吧 App 平台发起募捐活动，并同步在栏目微

博、微信、B站、抖音等平台上发布“慈善一

日捐”的募捐信息，详细介绍募捐的目的、

用途和计划，邀请本地有影响力的人士进行

转发和推广，进一步扩大募捐活动的传播力。

通过社交媒体的传播，该募捐活动得到了广

泛关注和支持，最终成功筹集到了所需的善

款。

二是利用直播平台进行公益宣传。去年

9月5日“中华慈善日”期间，栏目在杭州慈

善总会等多个公众号的视频直播平台进行公

益宣传活动，邀请公益人士和志愿者等在直

播间分享他们的公益故事和经验，吸引受众

的关注。同时，节目组还通过直播平台进行

线上募捐、义卖等活动，让受众更加直观地

了解公益事业的重要性。通过直播平台的互

动和传播，该公益宣传活动得到了广泛的关

注和支持。

三是创制短视频进行传播。短视频具有

直观、生动、易于传播的特点。在进行节目

录制的时候，节目也会同步制作一些短视频，

介绍慈善项目、分享感人故事，在抖音等短

视频平台上发布，提高用户黏性。《钱塘善

潮》 节目短视频的制作采用竖屏的方式，网

言网语，注重被采访对象和主持人的人格化

表达，体现出用小屏思维打造新媒体产品的

创新之路。

《钱塘善潮》作为杭州电视台生活频道的

招牌节目之一，以其创新的发展策略和卓越

的表现，引领公众参与到公益活动中来，赢

得了观众的认可和社会的赞誉。该节目不仅

展示了公益慈善节目的潜力和价值，也为其

他类似节目提供宝贵的经验和借鉴。笔者认

为，在接下来的节目创制中，栏目还需引入

新的元素和形式，以提高节目的吸引力、竞

争力、传播力；在内容报道方面，可以加强

对慈善事业内部机制、最新动态和典型案例

的深入挖掘，提高节目的深度与内涵；在强

化品牌建设方面，可以梳理和树立一个具有

影响力的慈善品牌，提高节目的知名度和美

誉度。

（作者单位：杭州文化广播电视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