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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栏目如何为主题报道造势  

南京广电集团  郭之文  

品牌栏目是一个电视台最具社会效应和社会影响的栏目；主题报道，是我们国家、党和政府一

直要求，也是各个媒体历来十分注重的重大主题性报道。品牌栏目，离不开主题报道的支撑；主题

报道，往往需要借助于品牌栏目的威力扩大影响和辐射面。  

于是，这里就自然而然地衍生出一个问题：品牌栏目和主题报道如何互相借力、相得益彰？本

文想结合十七大报道，谈谈品牌栏目如何才能为主题报道造势生威。 

主题报道，历来是新闻报道的重点和难点。一方面，尽管我们强调新闻报道的客观性、真实

性，但新闻报道有其不可避免的政治色彩和意识倾向，有时这种政治倾向还特别强烈；另一方面，

主题报道是新闻报道中的重要内容，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媒体，都不能完全脱离开主题报道而

生存。作为主流媒体的主流版面、主流频率、主流频道、品牌栏目而言，主题报道往往是家常便

饭，总是要照面，总是要进行，所以对主流媒体来说，主题报道往往成为一种自觉的行动，每逢重

大时政出现的时候，主流媒体、品牌栏目总是事先策划一些能够体现“主题”的选题和报道方案，

以免到时措手不及。从被动式的报道，到媒体对主题报道的主动介入，是媒体搞好主题报道的需

要。 

正因为如此，对主题报道的内容、形式、方法等加以研究，将会有效提升主题报道的水准，提

高主题报道的绩效，放大主题报道的社会效应和影响。对于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

传，是一场必须认真完成的战役性报道。南京广电集团新闻综合频道各个品牌栏目，如《直播南

京》、《南京要闻》、《东升工作室》、《周涛讲故事》等，对十七大的宣传、造势和贯彻，就是

一个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主题宣传的成功版本。 

无论是喜迎十七大、欢庆十七大，还是解读十七大、贯彻十七大，新闻综合频道各品牌栏目栏



目都根据各自的特点和优势，有步骤有重点有针对性地进行有关十七大的宣传报道，涌现出各类特

色明显的子栏目、连续报道和特别报道，可谓群星璀璨，光彩夺目。 

一、喜迎预热——抛出红绣球：《小康DV故事》让普通市民朋友拍下自己生活的真实变迁，

《梦圆小康》集中展示十七大主题。 

为表达广大市民热爱生活、热爱我们这座城市的感情，表现五年来南京、市民家庭和个人的变

化，我们向社会征集DV故事，由市民自己用家用DV机拍下生活的变化和感悟，在《直播南京》中推

出。《小康DV故事》以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故事，反映五年来生活的变化和感受，从而见证全市的

小康进程。 

《小康DV故事》连续播出了16档，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不仅激发了广大市民的参与热情，

也是十七大宣传的一个预热。来自普通百姓的声音最真切、最自然、也最热烈。 

此外，为迎接十七大的召开，江苏省还进行十七大的主题展示活动，南京广电集团积极参与其

中，成功录制《梦圆小康》并顺利播出。经过频道总监和记者们的辛勤劳动，《梦圆小康》取得了

巨大成功，获得了省委宣传部评比一等奖。 

二、自始至终——贯穿红丝带：《小康大篷车》和《党旗下的故事》横贯十七大宣传报道全过

程，红线串起一个个闪光的小康珍珠。 

我们都知道，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于2007年10月15日在北京召开。为迎接这一盛

会，南京广电集团新闻综合频道精心打造了一档大型新闻行动《小康大篷车》，该车于9月12日启

程，和观众一道见证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的城市、我们的生活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发车仪式上，新闻综合频道总监陈正荣向特别采访组送上了具有象征意义的小康大篷车的

钥匙，并宣布采访行动正式启动。大篷车是载体，小康是报道内容。我们希望通过小康大篷车活

动，把南京的亮点串起来，争取让小康大篷车成为南京台喜迎十七大、宣传十七大的一道靓丽风

景。 

在历时一个多月的特别报道行动中，新闻综合频道共派出40多组记者，深入城市乡村,从普通百

姓的视角，全面反映这五年来南京的建设成就。大篷车，成为了一个载体，一路装载市民的梦想与

希望，串起最能体现南京变化的人物、事件和风景，为观众奉献一道精美的文化大餐。《小康大篷

车》新闻行动，以小康新闻采访车为载体，在行进过程中完成报道主题的全程体验、采访和互动。

记者由点到面地体验市民的小康生活，并带着市民关心的相关问题采访市职能部门，共同来憧憬未

来更加美好的生活。《小康大篷车》的采访过程，不仅是节目宣传的过程，也是一次极好的社会宣

传和展示的过程。 

《小康大篷车》在《直播南京》和《南京要闻》中每天播出，一共播出了40余档。在喜迎和欢

庆十七大的阶段，《小康大篷车》着力展示南京市小康建设的成就；而在十七大会议结束之后，

《小康大篷车》又继续播出一个星期，着重于全市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方面的报道。 



与《小康大篷车》有着同等串联功效的是《南京要闻》里面连续播出的《党旗下的故事》。

《党旗下的故事》反映全市广大党员和基层党组织在三个文明建设中，特别是科学发展、构建和谐

社会中的突出成绩和感人事迹。共在《南京要闻》中播出50余期。与《小康大篷车》略有不同的

是，《党旗下的故事》播出的密度没有《小康大篷车》高，但前后播出的时间跨度长。所以，《党

旗下的故事》也成了新闻综合频道迎接十七大和贯彻十七大的一个红丝带，贯穿于十七大宣传的始

终。 

在《小康大篷车》和《党旗下的故事》的贯通作用下，观众朋友可以通过电视屏幕看见发生在

南京的一个个故事和典型事例。 

例如，小康大篷车第一站开到了华侨路街道的石头城社区，这里有个今年8月份建成的南京首家

社区历史文化馆。记者从这里一直讲到了南京明城墙的历史，讲到了明城墙的现代气息，讲到了市

政府通过高标准的综合整治，将明城墙风光带建设成南京的环城“绿色项链”的举措。 

看完了明城墙再看秦淮河。《小康大篷车》之《秦淮河新景惹人醉》，不仅再现了秦淮河浆声

灯影的昔日繁华，更焕发出碧波荡漾的崭新风采。本片关注了内秦淮河，还关注了外秦淮河。秦淮

河在南京境内全长34公里，外秦淮河两岸居住着大量的市民。对他们来说，秦淮河的改变也大大改

善了他们的生活环境，草场门桥的河岸就被改造成了一个休闲公园。本片还对秦淮河整治的远景作

了展望：外秦淮河整治工程还将继续向上游延伸。武定门以东河段今年下半年竣工开放，七桥瓮湿

地公园不久也将动工。给人们美好的憧憬是，未来的外秦淮河将和内秦淮河一样，成为一条流动的

河、繁华的河、美丽的河。 

再如，以前，都是农村里的人想到城里来逛逛，如今，城里的人在钢筋混凝土建筑里待久了，

就想去乡村转转，感受一下乡野的乐趣。小康大篷车开进了江宁南山湖旁的农家园，老板热情地打

起了招呼。记者陈晨拿起镰刀，跟随农家人走进菜地割菜，瞧，学得还蛮像呢！收获了半篮子韭

菜，踏着田间小路而来，还真有点做农妇的感觉！采回这最新鲜的蔬菜，陈晨可没闲着，顺便做了

回“农家大厨”。上菜喽，陈晨迫不及待地要尝第一口，先吃个鸡蛋，还有韭菜，真好吃！师傅来

尝尝，怎么样？不错。陈晨打出了一个Victory的手势。瞧，这是怎样的一份快乐！这就是《小康大

篷车》之《农家乐，乐万家》展现的快乐情景。 

三、欢庆时分——进行红色之旅：直播车开进北京城，及时发回共和国心脏的声音。 

在本次十七大宣传报道全面启动之前，南京广电集团主要领导就提出了“出新、出彩、出色”

的要求。南京广电集团内的直播车也开始了红色之旅，开进了首都北京，不仅发回了许多珍贵的报

道，还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子栏目，其中最为突出的要数《爱华博客》、《王辉访问》和《对党说句

心里话》了。这些子栏目是原有品牌栏目《南京要闻》、《直播南京》的有机组成部分。 

《爱华博客》是由十七大党代表、南京新百副总朱爱华撰写的博客，通过荧屏展现一个基层党

员干部对党的十七大的渴盼，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对党吐露的心声。《爱华博客》受到了南京市委

书记罗志军的特别表扬。 



《王辉访问》是由制片人兼主持人王辉采访国内在党史研究、思想理论研究方面有一定影响的

专家、学者，着眼于从专家的角度解读十七大精神。在十七大报道期间，驻京采访组先后制作了四

档《王辉访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教授、《求是》杂志社经济部副主任刘玉辉

教授等走进节目，分别就《党的十七大：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篇章》、《专家解读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家解读：科学发展、和谐社会》、《十七大为国民经济发展提出新要

求》等话题对十七大报告的精神内核和相关概念作了深入的剖析，从政策变化、对未来中国经济发

展的指导意义等角度进行了深入的解读。《王辉访问》以其独特的定位增加了新闻综合频道十七报

道的深度和广度。 

《对党说句心里话》从十七大开幕那天开始推出，每天一档，其中既有普通市民的声音，也有

党员干部的心声，还有生活在南京工作在南京的外籍人士对于十七大的感悟和呼吁，表达了各界群

众的心里话，听起来真切感人。从播出的七档来看，该板块有如下三个特点：第一、篇幅精短，涉

及面广。根据事前策划，这一小板块的形式就是精短、凝练的同期声的剪辑，每天在50秒左右，因

此篇幅不长。每篇采访4人，7天共采访了近30人，这些人中既有领导干部，也有普通群众，既有专

家学者，也有一线职工。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身份表达了对十七大的关注，以及今后的生活愿景。

第二、语言生动，摒弃套话。这档节目的关键词在于“心里话”，一定要是被采访对象的肺腑之

言。因此，每个人的采访虽然只有十几秒，但是一定要结合实际，语言要和身份相符。正是这种生

动的语言被中央电视台看中，有些片段被《新闻联播》选用。第三、包装精美，彰显品质。如果单

纯的同期声接同期声，表现形式上显得过于单一，因此在形式上强化了包装，设计了专门的底板，

扣图配乐，在视听效果上追求完美品质和动人美感。 

四、归并提高——讲述红色故事：《铸就辉煌》突出五年来辉煌的成就，《光辉的足迹》和

《东升话发展》立足于发展的轨迹。 

讲述百姓故事，弘扬人间真情，这是南京广电集团新闻综合频道《周涛讲故事》两年多来持之

以恒的节目宗旨，而五年来，南京市民真切感受到，环境变美了，住房宽敞了，钱包更鼓了，生活

更好了，一件件、一桩桩，让人欣喜，令人振奋。《铸就辉煌》，展示的是新城市、新农村、新观

念、新生活、新精神、新党建。 

随着举国关注的党的十七大的召开，《周涛讲故事》提前策划，在10月15日至18日19：20黄金

时间强力推出四档《铸就辉煌》的特别专题，节目汇聚社会多方视角，记录百姓生活，反映历史变

迁，以建设和谐社会为主旨，选取社会普遍关注的话题，全方位生动展示南京五年来在经济、政

治、党建、文化、社会建设、城市建设等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以及在这深刻变革和伟大实践中，

南京城所展现的博爱之都、人文绿都的国际性都市形象和市民精神、时代风貌。专题《铸就辉煌》

分为《日新月异》《小康之路》《中流砥柱》《共创和谐》四大篇章，全明星主持阵容，大气势宏

观讲述，给十七大的电视荧屏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日新月异》一篇，从奥体中心的落成、地铁一号线的开通、秦淮河的整治给南京人带来的巨

大变迁，全景式展现古城南京新貌。在《小康之路》篇，观众重温江宁区汤山街道锁石村食用菌种

殖户王如红的创业之路，仅仅五年时间，王如红不仅致了富，她的食用菌种殖基地还为村里12名村



民解决了就业问题，她本人也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而锁石村像这样走上致富道路的村民还有不

少。他们把这种变化编进了快板里，到处传唱。锁石村的变化，折射出南京迈向小康之路的可喜变

迁，而第一批经济适用房选号、“惠民医院”、下岗失业人员创业小额贷款的建立和完善，让南京

人在富民、惠民的政策中受益。在《中流砥柱》篇里，“农民的好支书”李云龙将再次勾起人们对

他的思念；冲入火海救人的好民警孙伟华和王昭勇、爱岗敬业为民谋利的好干部张璟、兢兢业业鞠

躬尽瘁的市容卫士周杰，一一展示了可歌可泣、无私奉献的感人之举。而《共创和谐》篇，则告诉

人们“平安南京”、“绿色南京”、“人文南京”是如何创建的？市委书记罗志军、市长助理兼市

公安局局长孙文德等领导为您答疑解惑。 

    在电视届批评性报道中独树一帜、在南京市民当中拥有良好口碑的《东升工作室》，也在

十七大前后推出了《光辉的足迹》和《东升话发展》两个系列。《光辉的足迹》是以历史文献专题

片的形式回顾各届党代会的历史背景、经典人物、思想核心，以专家讲述为框架，结合影像和文献

资料重现党的光辉历史，做到人物、事件、思想的统一，教育性和观赏性的统一。由市委党校副校

长刘喜发教授主讲，共计12集，每集讲述一次重要的党代会，每集时长4－7分钟。 

《东升话发展》对我市司法、公安、教育、经济、人民武装等领域五年来的工作业绩和创新举

措进行报道。以事见人、以情动人，在展示成就的同时让观众对我市的经济建设、法制建设、科技

强警、教育改革等方面的进步有具体、充分的认识，努力做到政治性、教育性与可视性的统一。具

体内容包括： 

司法篇：一、司法为民，二、关注民生，三、推进立法； 

公安篇：一、打造最安全城市，二、科技强警，三、服务理念； 

经济篇：一、服装名镇，二、民营经济； 

教育篇：一、小班化教育成果，二、五年助学路，三、职业教育。 

《东升话发展》系列报道共有10多集，每集十四五分钟。 

相比较而言，《光辉的足迹》突出了历史的厚重感，用其他人主讲党的历史；《东升话发展》

则立足于现实，由主持人东升自己来讲述。两者相铺相成，相得益彰。 

五、解读贯彻——高奏红色旋律：《直播南京》推进小康加速度，《南京要闻》让你感受到幸

福。 

十七大会议结束之后，有关十七大的报道不能就此结束，此时的报道重心转向了十七大精神的

学习和贯彻上面。10月22日到10月28日，品牌栏目《直播南京》连续推出了七档有关十七大精神贯

彻话题的《小康大篷车》，分别是《跨江战略初见成效》、《代表归来》、《立足民生推进服

务》、《医疗惠民实实在在》、《让人人上好学》、《构筑和谐安居》、《完善社会保障提升市民

幸福感》，通过一个个生动鲜活的事例，在展现过去五年市民关心的公交出行、医疗服务、教育、

住房、社会劳动保障等方面成就的同时，更多传递了相关部门如何在岗位上学习落实十七大精神、



未来五年有哪些惠民设想和发展计划。其中《代表归来》这档节目，报道了鼓楼医院院长丁义涛回

宁当天立即投入工作，跟大家研究如何进一步解决患者就医难和看病贵的问题；工人新村社区书记

谷宁丽回到社区时受到居民的热烈欢迎，她面对镜头表达了要把十七大精神贯彻落实到基层工作中

的设想；新百副总经理朱爱华当天下了飞机就赶到单位，为全体员工传达会议精神。记者抓住了十

七大江苏代表归来的契机，事先做了周密的策划，及时跟有关代表取得沟通，当天抢出了节目。此

外，《直播南京》还推出了《小康加速度》系列报道，要求具有有效信息，包括各部门年终便民举

措的落实情况、年末民生热点，突出表现小康建设成果为全体市民共享的内容。 

十七大结束当天，品牌栏目《南京要闻》就立即推出专栏《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 努力实现全面

达小康》专栏报道，及时反应市级机关各职能部门、各区县学习贯彻十七大的反应，报道了市卫生

局、交通局、民政局、建委、劳动局、环保局、教育局、市政公用局、工商局、园林局、农林局、

工商联、白下区、下关区、建邺区、玄武区、浦口区、江宁区贯彻十七大精神、加快发展的新举

措。此外，《南京要闻》还推出《贯彻十七大精神——迈向新征程》系列报道，每篇报道力求紧扣

“三个新”：新形势、新目标、新举措。 

另外，根据省社情民意中心的调查，南京百姓幸福指数为94.9%，比去年上升4.4个百分点。为

扩大影响力和群众知晓度，《南京要闻》8号起推出《感受幸福》组合式报道。从百姓视角，跟踪有

代表性的一个人或一个家庭，通过小康建设带来的生活变化和幸福感受，来反映全市小康建设取得

的成就。基本结构是，以一个幸福故事打头，引出当事人的幸福感言，最后予以幸福链接——拉出

全景，展示五年来的有关成就。 

十七大的报道是一场全方位的正面宣传报道。令媒体人时常困惑的是，正面的选题往往收视

率、收听率、发行量不高，相反，那些不足挂齿的家长里短的话题、是是非非恩恩怨怨的话题、以

及一些鸡毛蒜皮鸡飞狗跳的话题和事件，倒是很具有吸引力和诱惑力。弘扬主旋律，往往收视率、

收听率、发行量受到影响；刊播一些小事丑事，又有悖记者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良心。于是，媒体在

市场经济的指挥棒和上级宣传部门的报道要求之间不停地摇摆，希望能够找到一条适合各方需要的

通道，但遗憾的是，媒体似乎很难找到这样的道路和平衡点。无论如何，媒体的社会责任感和政治

责任心，要求媒体自身要具有公正性、公信力，注重导向性、艺术性。对于肩负上层建筑职能的媒

体尤其是新闻综合频道、新闻中心的品牌栏目来说，在主题报道方面与其被动接受上级指令，不如

主动进行相关策划，在关键节点和特别场合，将主题报道做大、做强、做足、做好。 

作为主流媒体的品牌栏目，同样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普通百姓关注的其实不仅仅是东家长

西家短的身边事，百姓同样关心国家大事、政治大事，而且这种对国内外大事的关心程度越来越浓

烈。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和考虑，也是出于正面宣传的需要以及对党和政府喉舌作用的积极发挥，

南京广电集团新闻综合频道各个品牌栏目高举起了主题宣传的大旗，并且在这次十七大宣传中，让

这面大旗猎猎作响。                                            

（注：此文系城市台2007年（第十五届）新闻理论研讨会文章，论文集已正式出版，未经允许不得擅自转载，如需

转载请联系相关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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