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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与创新是各行各业永恒的主题，广播电台也在其中，各家电台的改革改版风生水起、如火

如荼。由此，作为新闻业界的一员就目前广播新闻(节目)生产和传播等环节也作了粗浅的审视和思

考，提几点不成熟的建议。   

打破“条口划分”，确立“全员记者”的理念    

各家媒体实行的“条口划分”，使得记者各司其职、各尽其责，积极作用显而易见。但随着新

闻对“快、鲜、活”的要求的提升，需要我们去发现新闻，挖掘新闻，而不是等待新闻。如果某个

条口的记者因事耽搁，很可能造成这个条口新闻的延误，暴露出制度的滞后。谁离新闻源最近，谁

第一个获知新闻，谁有采访这条新闻的先决条件，谁就应该是这条新闻的生产者，这更有利于编辑

部的“统筹控盘”、“择优选材”。 

若条件允许，为主持人和编辑配备简单的采访设备，树立“全员皆记者”的理念，增加新闻产

量，为“全新闻”的打造备足原料，做好人力储备。淡化“采编播”分工界限，这是大趋势。中央

台领跑在前，记者是主持人，主持人也是记者，角色互换共融，全面提高，相得益彰。   

坚持执行记者亲自“出声”制度   

现有的新闻节目当中，带录音的新闻报道的主体部分，如果由采写这条新闻的记者亲自插报，

会使新闻更具层次感、现场感和真实感。应当建立和执行记者亲自“出声”制度，只要能让人听懂

就行，不必要求太高。当然，记者可以在工作中逐步提高普通话水平。   

增加新闻中言论的比重   

评论是新闻的精髓。有评论才有交流，有交流才有人气。媒体的职责不只是宣传报道，更在于

舆论引导。应当多开办评论性节目或加长现有评论节目。综观本土媒体评论节目，几乎个个都很

“火”。要知道，即使是评说得不怎么着，遭反对；即使是借他家之言而言，人云亦云，依然获取



了“人气”，只“赚”不“赔”，何乐而不为！ “真理越辩越明”，我们都应勇于进一言。   

增加新闻节目中的互动环节   

互动，是提升新闻节目人气的不二选择，而传统的新闻节目都是“单向”的灌输。互动的环

节，是在传统新闻传播中引入的汩汩活水。可以开设《听众点评》栏目，遴选热点新闻，倾听群众

观点。当然，因为是直播，有不良言论爆出的危险(主要针对敏感话题)，可不可以这样规避风险：

主持人提出互动话题，公布参与电话，并说“您怎么看？请告诉我们，稍后的《听众点评》中就有

您的声音”。之后节目继续进行另一个单元，同时导播或编辑接听反馈并录音，没有过激言论即可

发送，主持人依次点击播送，非敏感的话题就直接接热线。目前央广新闻的连线报道对象，主要是

媒体记者和相关专家，普通民众的参与几乎为零，可否在此寻求突破。   

新闻回归解读   

如何在众多新闻消息中选优聚点，以具个性的“有声”媒体语言详细深入地解读是吸引受众的

明智选择。现在流行一句话“细节决定成败”，新闻也要有细节，有人情味儿，有血有肉。   

其实，“细说”体现的是一种细致的关怀，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地域的局限性，人员配置的局

限性，使得广播与网络相比，在消息的“面”上不具竞争优势。目标应在“点”上，在乎于热点、

焦点、重点、观点。随着类型化(新闻台)的出现，也在时间和空间上有了保障。   

节目时间尽量延长   

广播节目不宜碎(有的一小时里三四档节目)，要成块儿，而且是大块儿，声势上就占优势。一

个时间段里不要求全，全即散，不抱团、不聚力，且资源和人员均多耗，管理成本自然也高。大的

节目可以分段和单元，但要叫统一的一个大名字，而不是分成若干小节目，节目短、小、多、乱，

不易成“气候”和树品牌。节目如人，一个是偶尔、短暂谋面，一个是频繁、长久谋面，咱不说关

系好坏，就论印象和熟悉程度哪一个更深呢？应当把节目整合加长，才够具有影响力。从名牌节

目、名牌主持中就可见其效力(多是一小时或以上)。这样也容易使听众形成收听惯性。  

广播和电视不一样，电视节目(除影视剧、综艺外)不宜长，因其不具移动性，人们很难像看电

影一样一两个小时啥都不干守在屏幕前，而且电视节目制作程序复杂，流程长，要加长也不易；而

广播可移动、具伴随性、可以边做事边听，且生产简单快捷，加长容易，这是广播节目和电视节目

抢抓知名度的杀手锏！另外，有了时间保证，也才可丰富节目内容。   

板块划分“以人为本”    

纵观各台的节目表，都是以节目名称来划分的，层次段落不清晰，节目名称各取所需，毫无规

律，亦无章法，不易被记住，不利整体影响力的提升。   

可否以主持人的名字区分时间段，比如整点报时之后，紧接就报：“接下来是‘×××主持时

间’”。其实“中国之声”已经在这么做了，主持人负责整个时间段内的所有节目，既播(播新闻)



又说(连线访谈)，只是还没有打“主持人牌”而已。播音主持是一门综合艺术，在初级阶段大家拼

的是声音和技巧，到了高层次，差异却更多体现在个人综合素养上。艺术是相通的，一个优秀的主

持人，必定是一个综合素质优良者，应该有很大的拓展空间，跨类型使用既节约用人成本、提高节

目质量和新鲜度，又增加主持人“星牌”的含金量(一专多能)、飙升人气，更能激起主持人和听众

的兴奋点。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在已有的实例中，但凡以主持人的名字命名的节目，几乎都实现了主持

人和节目的双赢。因为人的名字比节目名称“标识感”更强，节目名称往往雷同或者相似，识别度

不高，而“人名”在一定范围内相同的几率却相对较小。   

广播和电视也不同，电视看“人脸”就区分了，李咏一露头就知道是李咏，况且电视上可以打

字幕，主持人的名字一直“贴”在旁边，所以上电视出名太容易了，广播再不想想办法就更不容易

被知道了。而主持人知名度的提升对媒体影响力的增强，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更大胆一些，依此思路，甚至可开办“名嘴频率”，通过“外引内移”邀请总台旗下(或同城)

电视和广播的著名新闻主持人客座兼职主持，每天早7点—晚7点，只播12个小时，其他时间可以舍

弃，开创黄金频率黄金主持黄金时段。   

主持人的岗位取向——“说播结合”    

新闻播音员急需完成向新闻主持人的过渡转换。纵闻各家同行传播新闻时，更多是以讲述、聊

说或交谈的形式出现，宣读几乎不见，播报也越发减量。这是“一对一”或“一对少”的“小众”

时代的需要，“大喇叭”、“大众”的时代已经离我们远去。虽然“播报式”新闻播音有相当的技

术含量，要练成很不容易，但是该“放下来”也要“放下来”，随着新闻节目形态的改变，以播报

见长的播音员也要唯需以应变——说播结合、全面拓展。至于“说”，想到了一些转换的方式方

法：   

适当改加些口语词汇，也包括语气词“哪、吧、啦、啊”的运用；把长句子改成短句子，适应

口语特征；加入些许点评，言简意赅，贴切自然；口腔咬字松一些，不要太紧，太过“字正腔圆”

费力不讨好(宣读、朗诵、人物塑造时除外)；重音的处理尽量合乎文理，也可以更“夸张”些，如

果“蹚着播”，重音含糊或错位，不是根据稿件内容确定重音，而是根据自己的生理需要(气息不

足)或个人固有的调子来确定重音，听长了让人觉得累，也觉浅显。当然有个好处：不容易出错，因

为完全是照字出声，没有理解和处理。不过，要再提高就比较困难了(因为一个人的语言形成习惯，

尤其是不好的语言定式很难打破)。   

总之，播音员转型为主持人不是不可以，而是要不要，在理念不在技能。其实功夫没有白练

的，正像毛阿敏、韦唯学了美声再唱通俗，赵忠祥、欧阳夏丹练了播音再干主持，更显从容大气、

功底深厚。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变革，勇创个性风格，使新闻播报更

富现时特征，庄重而不乏时尚，沉稳而不失新鲜。   

(作者单位：江苏广播电视总台广播传媒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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