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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定位是否准确而又清楚，是一个栏目能否拥有生命力的关键。在当前电视栏目城市

化的潮流中，农业科技栏目能坚守自己的阵地已属不易，如果再能有一个准确、清晰的定位，那么

一定能够在电视观众特别是农村观众的心目中占领与众不同的地位，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挥出

独特的作用。本文以常熟电视台《农事五分钟》栏目为例，阐述了电视农业科技栏目的定位，指出

受众定位应锁定农民，兼顾城乡，内容定位要做到科学、新鲜、贴近、实用，形式定位要坚持生动

实在，互动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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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栏目的定位，是指栏目所确定的自身在电视传播中的位置，包括栏目所担负的任务、栏目

的宣传对象等，是一栏目区别于其他栏目的质的规定性。定位是否准确而又清楚，是一个栏目能否

拥有生命力的关键。对于电视农业科技栏目来说，其定位似乎是明确的，其实不然。同样一个农业

科技栏目，所确定的受众对象不同，选题内容、表现形态不同，其传播效果也不一样。本文以常熟

电视台《农事五分钟》栏目为例，谈谈电视农业科技栏目怎样定位，应有什么样的定位。 

《农事五分钟》是常熟电视台于20世纪90年代初开办的一档电视农科栏目，至今已有十六七年

的历史。十几年来，电视台多次改版节目、调整设置，《农事五分钟》或融入农村节目的大板块，

或以独立的一个栏目形式，都被保留了下来。曾设想改一下栏目名称，征求意见时观众们说：“看

惯了，亲切好记，还是叫《农事五分钟》好。”在全国、省、市组织的各类评奖中，栏目及其播出

的节目多次获奖。这个栏目生命力之所以如此强大，与其准确而清晰的定位是分不开的。 



一、受众定位：目标农村，兼顾城乡 

受众是电视存在和发展的依据。对电视栏目来说也是如此，没有受众，电视栏目就没有存在的

价值和意义。栏目要最大限度地吸引受众，扩大市场占有率，就必须首先对栏目的受众进行科学的

定位。农业科技栏目，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栏目，是一个对象性栏目，其目标受众首先应锁定在农

村——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这是符合当前收视市场分众化和“广播”向“窄播”转变的传播

规律的，也是符合社会实际的。那么，这些农民受众的收视兴趣、收视行为、收视心理又有哪些特

征呢？《农事五分钟》创办之初，正是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久，乡镇企业开始蓬勃发展的时

期，当时农村大量劳动力流向城市或乡镇企业务工，而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大多是年龄偏大、

文化程度较低的农民。虽说是“老农”，但他们习惯了生产队一声哨子叫干啥活就干啥的大呼隆生

产方式，对种好承包田、责任田缺少的是信息、技术。针对这种情况，栏目把受众定位在40至60

岁、文化偏低的农民这一对象上，把唱好农事“四季歌”作为栏目的主要任务，即根据农时，提醒

农民什么时候该播种了，什么时候该除草治虫了，什么时候该收割了，以及怎样播种、怎样用药等

等。后来，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化和现代农业的发展，一些种养专业户、专业合作社以及为农业产

前、产中、产后服务的各种组织出现了，《农事五分钟》栏目把受众年龄的定位放低到30岁，这些

新农民年纪轻，思想活跃，求新求知欲望强烈，农业科技栏目理应把他们纳入目标受众。为此，栏

目在唱好“四季歌”的同时，把传播新信息、新观念，介绍新品种、新技术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

实践证明，这样的受众定位是正确的，据央视索福瑞（CSM）调查统计，《农事五分钟》栏目的观众

构成中，35-44岁的观众从初期的13%增加到目前的30%，而45-64岁的观众则稳定在35%左右。 

然而，农业科技栏目停留在这样的受众定位还是不够的。在当今媒体竞争十分激烈的时代，一

个电视栏目必须赢得尽可能多的观众群。观众的需要多种多样，有些需要是大众化的。如果一个栏

目在做好分众服务的同时，又能兼顾大众，那么其影响力就能扩展到更大的范围。农业科技栏目也

一样，例如，有机食品、绿色食品、无公害农产品的生产，是广大农民关心的，一是社会责任，二

是经济效益，使他们迫切需要了解有关的生产技术；而城市居民也十分关心绿色食品、无公害农产

品，他们迫切想知道这些环保产品是怎样生产出来的，是不是真的绿色、无公害，如何鉴别，哪里

能购买到，这就是城乡观众需要的共同点、结合点。因此，《农事五分钟》栏目受众定位的另一句

话是要把栏目办成“农村观众欢迎，城市居民爱看”的栏目。在具体操作中，栏目在介绍一个新品

种、一项新技术时，把农民需要的、爱看的讲透，同时也不忘挖掘城市观众的兴趣点。例如，在介

绍新品种水果甜玉米时，节目不仅介绍了选好种子、精细管理等科学种植方法和采摘秘诀，还介绍

了生吃、熟吃、榨汁、煎饼四种吃法，既传播了农业生产技术，又为市民如何吃甜玉米当了参谋，

还为甜玉米这一新品种作了推广，真是一举几得。 

二、内容定位：科学新鲜，贴近实用 

电视栏目的核心要素是其内容，好的内容是电视栏目竞争的基点和良性循环的动力。一个质量

较高、受观众喜爱的栏目必须有鲜明的内容定位，来满足其目标受众群体的收视需求。农业科技栏

目的主要目标受众是农村观众，传播的内容是农业科学技术，内容定位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在这一大

框架下使传播的内容切合农村观众的需要，切合农业生产的实际。农业科技栏目与新闻类栏目和其

他社教类栏目有相同之处，比如要讲究导向性、时效性、真实性、新鲜性等等，但也有更多的不同



之处，它传播的内容是直接指导农民生产的，种养品种成千上万，农业技术多种多样，对于当地农

民、当地农业生产来说，有的适用，有的不适用，所以农科栏目更强调实用性；什么时候介绍什么

品种，什么时候介绍什么技术，都有讲究，所以农科栏目更强调科学性。为此，《农事五分钟》栏

目在内容定位上提出八个字：科学、新鲜、贴近、实用。 

科学，就是在传播信息、介绍技术时要坚持科学性，坚持正确导向。《农事五分钟》栏目聘请

农林、科技部门的领导当顾问，请农技专家作具体指导，无论是报道的致富信息，还是介绍的实用

技术，一般都是经过有关部门肯定、经过本地实践检验的，保证了节目的指导性。 

新鲜，就是要与时俱进，给予观众新鲜的内容，一旦有新项目新技术，看准了的，宣传推广要

快。2001年，常熟市水产技术推广站、水产研究所引进南美白对虾苗淡化饲养成功，取得了亩均净

利1800元的好成绩，《农事五分钟》栏目及时制作了《海虾淡养——介绍南美白对虾淡水池塘精养

高产技术》的专题片推广这一新技术，第二年，南美白对虾在常熟及邻近县市推广养殖近千亩，目

前推广养殖已达近万亩，2006年，虾农的亩均效益超过了2000元，有的高达5000元以上。即使是传

统品种、传统技术，也要跟踪新变化、新发展，讲出新意。蔬菜防治病虫害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

题，但内容却是不断变化的，随着环保意识的增强，先是高效低毒农药的推广，后来是防虫网技术

的应用，还有全程有机栽培技术等等，农科栏目就要跟踪这些变化进行导向性的报道。 

贴近实用，就是要贴近农业生产，切合农村实际，让农民看了能学、会用。《农事五分钟》在

内容定位时明确，不能仅仅限于作物栽培、牲畜养殖的技术知识，凡是与农业生产相关的技术信

息、知识，都是栏目宣传的内容。于是，“如何识别假冒伪劣农资”、“海虞镇农民育成万株红豆

苗”、“新型农机复式作业机”等都成为栏目的报道内容。《农事五分钟》还十分强调报道的连续

性、成系列。如介绍黄瓜嫁接新技术，先后播出了黄瓜嫁接好处多、黄瓜嫁接技术要点、嫁接黄瓜

的育苗期管理、嫁接黄瓜产量高等系列节目。南美白对虾饲养技术作总体介绍后，也根据实际饲养

进程，分段播出了南美白对虾放养前的准备、放养注意事项、水质管理、喂饲方法等，做到有始有

终，操作性强。 

三、形式定位：生动实在，互动参与 

栏目的形式或称形态也是电视栏目的一个重要要素，就是与电视节目内容相对应的电视节目表

现形式，它是电视节目制作方式的核心。农业科技栏目的观众主要是农民，农民是最讲究实在的，

喜欢开门见山，相信眼见为实，总体来说文化水平偏低。农民看电视不像城里人那样专注，往往是

边看电视边干着其他的活。针对这些特点，《农事五分钟》规定，一定要充分发挥电视形象直观、

图文并茂的优势，运用各种电视手段，做到形象生动，浅显易懂，该强调的要强调，该重复的要重

复，播出的节目没有课堂讲学，没有演播室访谈，节目制作一律到农事现场，请专家现场讲解，请

种养能手现身说法，把农事现场搬上屏幕。最初限于设备条件，节目采用摄影图片叠加字幕配主持

人解说的方式，虽然是“死电影”，却也别具一格。后来，随着事业发展和技术进步，电视特技、

动画手段运用到节目中。例如，在制作《海虾淡养——介绍南美白对虾淡水池塘精养高产技术》这

一节目时，将池塘条件、放养前准备、淡化处理、水质管理、投喂饲料等技术要点都制作成动画，

将各种数据制作成字幕图表加以讲解，还将南美白对虾拟人化，以第一人称出现在节目中，取得了



良好的效果。 

农民观众淳朴实在，却同样有着强烈的参与欲望，互动参与并非是时尚类栏目的专利，同样是

农业科技栏目的重要表现形式。农民观众参与到栏目中来，与栏目实现互动，就能进一步增强对观

众的吸引力，扩大栏目的影响力。《农事五分钟》栏目一是在每期栏目中设立“知识竞答”，从开

始的普通信件，到后来的声讯电话，再到现在的短信竞答，观众参与十分踊跃。二是有奖征集报道

线索和栏目选题，农民有什么致富门道和技术招数，可以毛遂自荐，也可以推荐别人。三是举办各

种活动。20世纪90年代末举办的一次农科知识大赛，历时3个多月，共有3000多名农村观众参赛。20

07年6月，栏目与农机部门联合组织了“插秧机操作技能大赛”，参加比赛的只有12名农机手，却有

成百上千人到现场观看比赛，大赛还以栏目的特别节目形式向全市播放。许多农村观众观看后说：

“以前对机插秧有点误解，以为插秧效果不好，现在看来非常非常好，既快又省力。” 

形式定位还包括栏目的包装，《农事五分钟》的包装色调以绿色和金黄色为主，象征希望和丰

收，在主持人出像背景和栏目片头、片花中多用与农业、科技相关的画面和图案，强化了栏目宗旨

的体现。 

以上从受众、内容、形式三个方面谈了电视农业科技栏目的定位，不同的地域、不同的电视

台，开办农科栏目的定位是可以不同的，但遵循的原则是相通的。在当前电视栏目城市化的潮流

中，农业科技栏目能坚守这样一块阵地已属不易，如果再能有一个准确、清晰的定位，那么一定能

够在电视观众特别是农村观众的心目中占领与众不同的地位，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挥出独特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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