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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解读

2002 年 7 月，笔者从一个学生变成了一名记者，进入
宁波电视台工作，先后经历了《今晚话题》《城市前沿》《看
看看》等多个电视新闻栏目的发展变迁。在这个过程中，笔
者从一个跑线记者变成了一名调查记者，专门从事舆论监
督类题材的采访报道：从黄牛党到假手机贩子，从黑车到
医托，再从毒贩到假城管、地沟油、非法排污等。九年的时
光里，我尝试过各种各样的舆论监督类题材的明查暗访。
刚开始的时候紧张害怕，老是担心被发现；几次暗访成功
之后，觉得很惊险也很刺激，于是，慢慢地喜欢上了这个记
者职业中特殊的工种。每次发现一个题材，人就会开始莫
名地兴奋，因为不知道表象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
拍摄起来到底会碰上多少困难？就这样一路走来，尝尽了
其中的酸甜苦辣。

追问和监督，有时很辛苦。 在拍摄地沟油节目的时候，
我们每天晚上 11 点出门，到市区的各条餐饮街寻找油耗
子。等找到以后，发现油耗子非常警觉，前两次我们开车都
跟丢了，后来我们干脆用自行车跟踪，与油耗子保持一定
距离。在我们的自行车后面，较远的地方还跟着一辆车，车
上坐了三个人，跟一段时间，换一个人骑车。为了不被发
现，有一段路笔者是跑步前进的。最后，我们从市区一路追
踪到鄞州姜山的一个村庄里，发现了处理废油的窝点，系
列报道《神秘的废弃油脂》最终得以顺利制作播出。类似这
样的跟踪拍摄，已经成为我们采访报道的家常便饭。为了
拍摄第一手鲜活素材，经常要在半夜或凌晨去蹲点，这就
要求我们默默地忍受夏天的酷热和冬天的严寒。深夜采访
回来，我们一般会在办公室的沙发上稍微眯一会儿，第二
天继续上班。因此，笔者在办公室里预备了睡袋、牙刷和换
洗的衣服。

追问和监督，一定要执着。 2006年 2月底，浙江奉化市
几百名渔民的渔船马力贴花没有了，这相当于身份证没有
了，也就是失去了捕渔的资格，出海捕鱼变成了非法捕捞。
那么，是谁动了他们的马力贴花？这些马力贴花又去哪里
了？随着采访的不断深入，笔者发现这个题材的调查难度

非常大，因为所有的真相只有渔业部门的高层才知道。当
我们准备播出第一篇报道的时候却被上级部门紧急叫停，
想通过报道挖掘线索的门被关上了。但是，我们并没有放
弃，当时整个团队只有一个信念，不管怎么样都要挖出事
情的真相。为此，我们无数次地往返于宁波———奉化———杭
州，一次又一次在当地渔业部门门前吃闭门羹，一次又一
次偷偷摸摸地到桐照、西凤等地采访渔民、造船厂。直到 12
月底，我们非常幸运地在浙江省海洋渔业局通过一些必要
的手段获知了事情的真相，至此调查终于全部结束。后来
统计了一下，我们总共拍摄了 20 多盘素材，光是同期声就
抄听了厚厚一刀纸。由于拍摄时大多采用暗访，画面镜头
比较晃，每看一段时间就会想吐，这时我就到厕所洗把脸，
回来接着看。坚持就是胜利，最终花了一个月时间做出一
个时长 17 分 25 秒的节目《奉化捕渔证事件调查》，该节目
获得了浙江广播电视新闻奖一等奖。

追问和监督，必须讲技巧。 2010 年的关于奉化市大埠
工业区电镀企业常年非法排污的报道，我们想了很多点
子。首先是应对对方的公关能力。由于好几批前去采访的
记者都没有发出稿子，于是笔者通过充当其他节目的摄像
师，间接进行调查拍摄，从而避开了报道阻力；其次，什么
样的细节才能打动观众并说服职能部门？在调查过程中，
我们买了 PH试纸和试杯，等到晚上，我们直接从排污口取
污水测试，试纸颜色对应的是强酸性。强酸的威力有多大？
我们又买了 4 条鲫鱼放入污水中，结果鲫鱼不到一分钟就
死了。这些试验客观形象地说明了污水的危害。再次播出
时机要抓准。2010 年是“十一五”节能减排的收官攻坚之
年，5 月 5 日，温家宝总理在全国节能减排工作会议上强
调，要用铁的手腕淘汰落后产能，而我们的报道于 5 月 8
日推出恰逢其时。后来，这篇报道被央视《焦点访谈》栏目
全篇转播，致使舆论监督的效果成倍放大，国家环保部、浙
江省委省政府、宁波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责成奉化市委
市政府对奉化市环保局相关责任人和排污企业以及法人
分别作出免职、巨额罚款、行政拘留等处罚。

追问的力度 监督的力量
———舆论监督类题材创作体会
□ 姚 昊

36



声屏世界 2013/1

VOICE &
SCREEN
WORLD

VOICE &
SCREEN
WORLD

查尔斯·赖特在《大众传播:功能的
探讨》一文中提出大众传播媒介的四
大功能：环境监测、社会协调、文化传
递以及娱乐功能。当下，很多电视节目
十分重视对娱乐功能的挖掘，但在运
作过程中对其意义的理解产生了偏
差，将娱乐等同于感官刺激，一味利用
“新”“奇”“特”的事物来刺激受众感
官，吸引受众眼球，忽略了节目的精神
娱乐。在此形势下，江西广播电视台卫
视频道推出的公益型综艺节目 《红星
闪闪》，以歌、舞、原生态节目为主，融
入多样化的艺术门类和表演形式，满
足了观众的心理需求，巧妙地将感官
娱乐和精神娱乐相结合，在娱乐中彰
显公益，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追求感官娱乐吸引观众眼球
观众在观看电视节目时，有追求

感官刺激的心理需求，如当其看完某
一档节目得到某种感官满足便会发出
“美极了”“太美了”“很好看”等赞叹。
在高新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电视节
目通过舞台美术、灯光设计、颜色对
比、服饰造型、音响变化等元素能够满
足观众的感官需求。《红星闪闪》节目
充分运用了这些元素，如节目的片头、
开场舞的灯光以及开场舞舞蹈演员的
服装等都选用红色为主。红色比较耀

眼，给人以热情的感觉，红色又代表幸
福，让观众在节目开始就进入充满爱
的世界里；开场的音乐是励志和鼓舞

人心的，歌词“红色的星闪闪亮，向着
梦想的地方；红色的心闪闪亮，幻化幸
福美丽的天堂”也道出了节目的宗旨。
同时，《红星闪闪》还利用娱乐元素来
刺激观众的感官，如节目不是单纯地
通过报道受助对象的励志故事来赚取
观众眼泪，而是通过表演嘉宾的才艺
表演来为受助对象赢取红星基金。表
演嘉宾的表演各式各样，有歌曲、舞
蹈、钢琴、小提琴、戏曲和杂技等等，让
观众一饱眼福，满足了观众的视觉需
求。《红星闪闪》创新节目形式，将公益
活动娱乐化，以娱乐化的手段来传播
公益，既弥补了娱乐本身内涵不足的
缺陷，又避免了公益性节目的沉闷。

引起情感共鸣 满足观众需求
在电视节目中，情感共鸣主要表

现为观众在观看节目时所产生的与节
目主旨相通的心理体验。当节目把观
众的情感调动起来后，观众才容易产
生认同感，媒体传播才能实现预期效
果。电视娱乐节目所表现的娱乐性和
消遣性，不仅应体现为感官和情绪的
表层快感，也应表现为心理和情感的
深层美感，向观众心灵渗透愉悦，即悦
心悦意。这个阶段是通过审美获得解
放和宣泄，达到心意的满足和愉悦。人
的需求是多层次的，当个人的感官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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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问和监督， 需要有勇气。 舆论监督类题材充满了风
险和危险。在采访拍摄某地赌博机泛滥的时候，我们在现
场多次报警以后，警方竟然有人偷偷通知场子，场子里的
打手立刻逐一排查，我们的一名暗访记者在出门的时候被
拦了下来。打手一边抢包，一边把暗访记者往房间里拉，一
看架势不对，在外面接应的笔者赶紧冲上去拉住暗访记者
的手臂，使劲往外面拽。趁对方惊讶的瞬间，暗访记者成功
挣脱出门，然后我们赶紧朝人多的地方走，他们就一直跟
着，直到接应我们的车子赶到方才脱险。有人威胁要打断
笔者的腿，有人传话要笔者出门小心点，现在，笔者已经养
成了一个习惯，每做完一期舆论监督报道后，都会多绕一
个圈子再回家。

作为一名调查记者，经过这些年的锻炼和坚持，笔者
从开始的刺激中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和追求。当你看到每个
题材背后的阴暗面，一些职能部门的不作为，底层百姓无
奈无助的时候，笔者就会被深深地震撼。这几年笔者做的
题材大多选择公共服务类，通过采访和播出刺痛了一些政
府职能部门。其实，很多报道不是为了曝光而曝光，我们是
想为他们竖面镜子，让职能部门能够及时发现问题，尽快
改正错误，让普通百姓有一个发声的渠道和机会。如果因
为我们的报道而将某些潜规则或不合理的事件纳入法制
进程，那就是我们的终极目标和值得欣慰的事情。

（作者单位：宁波广电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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