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讲好故事，更要把故事讲好 

 

浙江电视台钱江频道 韩果子 

 

参加工作 7 年以来，从传统电视转型到新媒体平台，再转向个人 IP 打

造。可以说我的工作轨迹正是媒体这些年来全面转向的过程。去年有幸参

与第十届“好记者讲好故事”活动，并进入全国 30 强，在比赛中回顾自己的

过往，也学习和感受其他媒体战线同行的经历。有一个感受非常明显，媒

体的环境和形态不断改变，但是内核始终不变。必须牢牢把握“变与不变”

的辩证关系，才能穿越周期，做好时代和人民的守望人。 

  我自己是学新闻学专业的，我印象很深的是大学课程中国新闻史。

那个时候觉得很无聊，学这个有什么用呢？直到工作了这些年，我发现这

个课是有用的。因为现在我们自己成为新闻史的一部分了，你就能看到这

个历史的脉络或者浪潮是往哪边推进。媒体生态的发展，从来都是伴随媒

体技术的不断迭代。汉代的新闻媒介“邸报”因为技术的限制，只能做到人

抄马送，仅供小部分执政人员阅读，属于官报。到了宋代活字印刷出现后，

面对大众的“小报”开始盛行，这就是技术改变媒介。工业印刷技术的成熟，

带来了中西方纸媒的黄金时代。甚至包括中国近代革命，也和进步的报纸，

杂志分不开关系。无线电的发展带来了广播、成像技术带来了电视。纵观

媒体内容形态的发展史，其实就是一部人类科学技术的进步史。从这个角

度上来说，媒体融合转型符合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我们当前就处在这个

发展浪潮的最前端，融体深度融合改革的主动性就源于认识到这个客观规

律，并且通过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找到方法。这也是当前媒体工作中需

要把握的“变”。 

我所在的单位，近年来正是在不断改革中追求变化，适应变化。以电

视节目，浙江省新闻名专栏《九点半》为例，这原本是一档传统的新闻杂



志栏目。2018 年起，为适应网络传播的特点，节目开始抽调一部分力量，

把电视节目片段进行裁切分发。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是非常原始且没有

目的性的做法，从结果来看，也确实不算一个非常有成效的改变。但是这

个操作，给栏目的编辑人员上了非常重要的“数据课”。通过观察在网上的

数据反馈，及时调整内容方向和表达形态，这个阶段的探索帮助频道和栏

目培养了一批初步具有互联网嗅觉的人员，我也是其中之一。 

在 2019 年短视频浪潮兴起的时候，频道果断开始转型，投入力量打

造短视频平台矩阵。到 2023 年，钱江频道短视频账号“钱江视频”全网粉丝

超过 1500 万，运营的“美丽浙江”账号粉丝超过 3000 万。作为“钱江视频”

新媒体内容负责人，我给团队最核心的要求就是“快”。快速反应，快速抵

达现场，快速制作内容。这要求记者编辑始终保持一种应对“突发”的状态。 

互联网时代，抵达现场的“快”还需要接触群众、依靠群众。2022 年 4

月，浙江宁波象山海域一头抹香鲸搁浅，我和团队获取线索后第一时间立

刻出发。从杭州到宁波滩涂现场，再快也要一个半小时时间，在路途上，

我们积极联络过往采访过的当地群众，想方设法找到了在现场第一线参与

救援的村民，并指导他们提供直播信源。传统的广电技术是封闭系统，为

了播出安全和符合广电信息标准，我们从拍采，到剪辑制作播出，用的机

器软件设备，居民消费市场上一般是买不到的。所以有些人认为，广电这

个，叫专业人才。但在现在这个时代，你除了做好专业，还必须去做一件

事情，就是用最简单，老百姓能理解能操作的方法，去发动群众帮你解决

一些事情。比如现农村里，50 多岁的阿姨，都知道抖音点开可以开直播，

就提示我们要用这么简单的技术方案。我们也是和趣看之类的企业一直在

磨合，现在这套系统已经很成熟了，基本也是一键开播还带美颜。这样在

事件中，你就能第一时间开启直播。我们到现场之后要做的，就是联动现

场消防和民间救援力量去多角度呈现救援情况。当晚，救援进入关键时期，

我们联络长三角海洋生物领域的专家，对于鲸鱼搁浅的原因，施救难点，

后续可能出现的情况等进行科普点评。同时我自己也抓紧写了一篇有关浙



江在海洋人物保护及救援方面的评论，在直播中穿插点评，正面引导舆论。

最终，这场惊险的救援直播全网观看超过 2000 万人次，仅抖音平台就有

超过 1300 万人次观看，成为 2022 年上半年社会新闻爆款直播，并入选平

台优质直播案例。 

抢抓网络最前线，并不意味着是对于流量热点的迎合，而是解构关注

背后的社会情绪和逻辑。例如抹香鲸救援事件，本质上反映的是浙江人民

的善良，是生态文明理念深入民间的证明。通过短视频+直播+评论的方式，

由表及里把这个热点的价值做精做透，才是媒体在当前应该做的价值引领，

也是我们这几年来坚持的价值导向。 

 一个好的平台能够放大记者报道的影响力，但是真正要把发生在一线

的故事讲好、讲精彩，个人的“内功修炼”同样重要。锻炼内功好的办法，

还是多实践多创作，最重要的是到网络阵地第一线去搏击，亲身感受当下

时代舆论的脉搏。 

2019 年短视频快速崛起，大量抢占用户的时间精力。机构媒体面临新

一轮压力，流量的丢失意味着又一次技术内容转型的窗口已经开启。所有

人面对的都是一个新事物，在没有理论指导也没有经验可循的情况下，下

场探索是唯一的办法。 

2019 年年底我创建了个人账号，主要以新闻评论赛道为主。做这个账

号的初衷有两个，一是短视频账号虽然粉丝量很大，但在一些社会热点事

件中舆论引导能力不足。没有一个可感的个人形象，观众很难与内容产生

共鸣。第二是我个人的一点个人期望。在工作中我主要以时政报道为主，

经常发现基层有很多好的选题、好的实践。但是依靠传统的表达方式和播

出渠道，很难把这些好内容做出影响力。在社交媒体开设账号，也是为了

找到一条全新的路径来做好传播。 

2020 年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开始集团层面的“中国蓝名嘴”孵化项目，作

为第一批入选的账号，我开始全量运营新媒体账号“果子 Albert”。账号运

营近 3 年，目前全网粉丝超过 100 万。这并非成就，而是三年来更新视频



作品 700 余条，文字作品 1500 余篇，超过 40 万字文稿积累所得的自然结

果。 

2022 年 10 月 16 日上午，一条视频冲到了微博热搜榜的第二位，话

题叫做“安徽浙江拿 5 亿元进行水质对赌”。那天是党的二十大召开的日子。

这条视频是我撰写制作的新媒体评论《新安江模式十周年，跨省流域生态

补偿探索，这场赌局双方都是赢家》。发表在个人账号“果子 Albert 上”，累

计阅读超过 2.3 亿人次，数十家央媒和区域媒体转发参与。这条视频实质

上是对浙江安徽两省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探索情况的回顾和评论，但用

了新的表达和呈现手法，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二十大召开前夕，主题报道策划的任务繁重，更重要的是如何在重要

会议周期中让报道出圈，做出影响力。新安江模式十周年对于浙江和安徽

两省有重要意义，这是两省政府和群众通过实践探索出来的新方法，兼顾

经济效益和环保效益。这套补偿机制在不断迭代发展中，深入践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也作为可复制经验在全国推广开来。 

为了让这个内容能更好传播，我多次前往千岛湖，调研了解当地与环

境治理有关的情况，尤其是寻找当年水库建设阶段和水域治理阶段的亲历

者。因为他们的眼里的家乡变化，是最富有情感的。在这段视频里我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两地人民因为发展和环境的矛盾讲起，用最新的三维地

图动画技术，展示了从新安江的源头开始顺流而下的画面。区别于传统的

讲述方式，我把叙述视角做了转化，观众并不是坐着一叶扁舟在领略两岸

美景，而是化身那时候每年 5 万方的，顺着新安江冲进千岛湖的生活垃圾。

当十年之约已到，新安江上下游壮丽的景色出现在画面里的时候，我相信

观众能真切感受到政策机制给生活带来的变化。 

除了画面上的巧思，如何让用户在很短的时间里，迅速理解复杂的政

策概念又不失好奇与兴趣，是这条评论最大的难点。所以我选取了“对赌”

这个易于理解的词，把复杂政策简化为生活概念。这样观众就不需要花费

太多精力在理解晦涩的政策上，有更多空间和余力去思考政策与自己的关



联。 

事实证明这个做法也是正确的，在一个环保政策经验的话题下面，老

百姓居然在讨论他自己家里的老母鸡，比如有网友评论：老家安徽用的水

炖老母鸡汤老好喝了，在外地怎么炖都没有老家那种味道。还有的和公考

做了关联：我前段时间做过这个题，今年公务员考试申论写到这个点了。

还有在浙皖两地工作的网友说：说我一个安徽人在浙江，一时间不知道该

投谁的注。这些评论增加了选题的趣味性，更多地和百姓生活关联在一起，

也进一步助推内容的传播。从这个角度讲，融媒时代的观众既是媒体内容

的消费者，也是媒体内容的生产者。观众反馈本身就是报道的一个有机组

成部分，意味着在策划阶段，我们也必须把评论互动作为一个重要的元素

考虑进去。从记者的角度，这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少了这个环节，

报道本身就是不完整的产品，后续影响力又达不到预期，也是理所当然。 

当然，账号的运营也不是一帆风顺的。虽然有机构平台内容的生产经

验，但是投身到一个新账号的运营中，还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体验。首先，

失去了机构平台的各项基础，制作的内容会直面“惨淡的流量”。大多数媒

体从业者也是倒在这第一关上。这是一个磨炼自己心性的过程，要耐得住

寂寞。 

不过，流量的起落其实是次要的。个人下场，意味着失去机构的防火

墙，面对舆论场的直接压力。可以说每个字都需要细细斟酌，在内容的准

确度和导向把握上，需要投入更大的精力，做更仔细的思虑。这也恰恰是

在当下把内容做出彩的两个重要条件。通过不断感知当前网络空间的舆论

走向，捕捉网友关注的焦点，把这些经验和线下的采访活动对照起来，找

到其中的共性，多数情况下这就是所谓的“流量密码”。 

我的理解是，“流量密码”并不是经验性的刻舟求剑。做过账号的同志

都有感觉，火过的东西还会再火。从工作的角度来讲，这是一个办法，是

提升流量的捷径，但如果媒体在网络上只选择走捷径，一定是会被群众抛

弃的。媒体的价值从来不是搬运流量密码，而是去挖掘社会的价值共性。



是不断通过实践、采访来修正自己的的价值判断，直到训练出一套符合时

代要求，群众期待，社会价值的判断体系。以前叫新闻嗅觉，现在叫网感，

其实是一回事。流量是这个判断体系的一个参考标准，不要把它当成目的，

那是本末倒置了。 

 在第十届“好记者讲好故事”活动中，我把过去几年在新媒体端的实践，

想法以及对自己的要求作了分享。也非常高兴这些内容获得了各级主管单

位，高校以及专家学者的认可。这既是一种荣誉也是一种鞭策，新时代的

好记者该怎么做？我想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和我们面对的形势一样是不断变

化的，但不变的是作为一个媒体人的初心，以及践行“四力”的基本要求。

在坚持长期主义的道路上不断成长，穿越周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