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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青春正当年

吴宝文

受徐建台长之邀为 《相伴二十年》作序，实为幸事。这就像六旬

老翁评价二十妙龄青年一样，何乐而不为呢？因为其可以通过回顾，

追忆走过的岁月，也可以通过审视，勉励上进的青年。

众所周知，成都市双流县是川西平原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其耀眼

的光芒闪烁了很多年。“四川省经济综合实力第一县”“全国百强县之

十八”的称号早已闻名天下。这是双流雄厚的经济实力和物质文明建

设的成果。而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重要主力的广播电视又是处

于什么地位呢？早在２０００年的时候，双流县就被评选为 “全国广播

电视先进县”，那时全国共有６５个县市入围全国先进县，双流是其

一。恰逢此时正是本人主政四川省广播电视厅 （局）时期，所以是亲

身经历、亲眼所见。双流广播电视为双流县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作

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个人的成长要经历风风雨雨，一项事业的发展也会有起起伏

伏。双流电视台走过的二十年历程里印满了欢快的步履，留下了沉重

的脚印。本书所收集的台前幕后广电人的文章，如实地记录了双流广

播电视二十年来奋斗的欢乐与前进的艰辛，这就是最好的见证与宝贵

的经验。

二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弹指一挥间，在人生的经历中是青

春的转折点，而在事业的发展中却是突飞猛进阶段的加油站。二十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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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正当年的双流电视台，在新的领导班子的带领下，已经注满了前进

的动力，开足了轰鸣的马达，即将驰骋在征程上！

（作者系四川省广播电影电视局原局长、四川省广播电视学会会

长、四川省电视艺术家协会名誉主席。曾担任峨眉电影制片厂厂长、

四川电视台台长、四川省电影家协会主席、四川省电视艺术家协会主

席、四川省文联副主席、四川省政协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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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人眼中的双流电视

琢磨是创新的开始
张　洁

在双流电视台迎来建台２０年之际，我首先向双流电视台的同仁

们问一声好，祝愿双流电视台越办越好！

成都有一句富有魅力的城市宣传语：“一座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城

市。”它的人文，它的风情，它的生活态度，哪一方面都让人着迷。

在这著名的休闲之都，却拥有一个占全国百强县第１８位的双流县。

头一次到双流，听同行介绍说，２０年前，双流与它周边的区、县的

地位是差不多的。但双流仅用了不到十年时间，就成为全省经济之

冠，一直在全省领先，随后成为西部第一，今天进位到全国经济百强

县第１８位了。这在西部，是一个奇迹。

双流电视台同行也为自己的业绩感到骄傲：被评为全国县级先进

电视台，创造了一年在中央电视台上稿３０多条的纪录，他们的摄像

机拍有邓小平陪同朝鲜领袖金日成视察双流沼气的珍贵记录，记录过

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在双流考察的足迹；他们

采访过水稻之父袁隆平、影视明星巩俐等，经常播放一些自己的记者

从外国拍回来的纪录片……

２００７年，我曾受邀到双流电视台讲课，他们的求知热情给我留

下深刻印象。我十分欣赏双流电视台办台的眼光，它曾派出多名记者

在中央电视台实习或考察。一位叫罗雨梅的同行还到中央电视台来主

１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持过节目。双流电视台，是瞄着中央电视台在努力提升自己，是一个

有梦想的电视台。

２００８年 “５·１２”汶川大地震，双流电视台的记者，抢在救援队

伍的前面赶赴地震灾区，我非常欣赏他们身上的勇气和职业精神。今

年 “４·２０”芦山地震，他们同样在第一时间赶了过去，拍到许多第

一手资料。他们用自己的行为，证明了在这种时刻，记者也是战士。

我特别希望双流电视台的节目越办越好，越办越受老百姓欢迎，

不断地取得骄人的成绩。为此，我愿意同双流电视台的同仁们，交流

一点做电视的感受，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第一点，当好记者要有高度的政治嗅觉和专业精神。对可以预测

的事情，要提前做好准备。比如，党委政府的重要会议，在会前，作

为记者，就要开始对会后的报道进行策划，提前做好一些相应的准

备，吃透会议精神，了解会议与老百姓的相关性，不要等到会议开了

之后，才手忙脚乱地去寻找相关的素材。对重大事件的报道，宁可提

前一小时，不可推迟一分钟。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记者采制的新闻

瞬间就会传遍全国全世界。要明白这一点：重大事件面前不存在中央

和地方的差别，只有谁报道得及时、报道得好的区别，因为我们的观

众是一样的。

第二点，做足诗外功夫。县级电视台容易忘记培养自己的高级记

者、专家型记者。不少电视台，都存在让记者的知识结构长期处于一

种杂家状态的问题，缺少那种对某一领域钻研得很深的专家型、学者

型的记者。国外的电视台让我们看到一个事实，记者、主持人是越老

越红。为什么呢？因为那些记者、主持人经过长期的努力钻研，已在

某些领域建立起了自己的权威和信誉，观众愿意相信他们说的东西。

另外，就是要多读书。记者是一种职业，是职业，就有可能要做一辈

子。所以，围绕自己的职业，多读一点书，多涉猎一点新鲜的领域，

多学一些高深一点的知识，对做好节目是特别有帮助的。

第三点，苦练过硬的专业技术。不论是采访技巧、拍摄方法，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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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制作技术，都要苦练。双流电视台在灯光的运用上派专人到中央电

视台学习过，这一点就很好。好的东西，就是要学。今天，是信息时

代，是技术时代，甚至是梦幻时代，稍不留神，你可能就落后了，落

伍了。工作中，要学会琢磨，琢磨是创新的开始。

人的个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行为，二是语言。有意思的行为

被你拍下了，好的语言被你问出来了，都能够成就一期好节目。我们

在做新闻作品时，要注意制造悬念，要充分考虑到前几秒和前３分

钟。新闻能否抓住人，在前几秒；专题能否抓住人，在前３分钟。

下面，我讲一点专业上的、技术层面上的东西，希望对大家有一

些更实际的帮助。

一、光影造型
我们一定要明白，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内涵。要学会用光，讲

究用光。比如在一天的１２小时里，不同的光影条件下拍摄出来的质

感是不一样的。如果时间紧，运用摄像机的白平衡功能，在同一个时

辰里也可以拍出不同的色调来。拍建筑，要讲点造型。如拍古庙，就

不能中午去拍，要在早晨天色偏蓝的时候去拍，或者傍晚的时候去

拍，这样就会显得厚重。

二、动静结合
动如蛟龙，静如湖水。静蓄势，动破势，这是对摄影师的要求。

要习惯用脚架，它能制造静。推拉摇移这种功能属动，要流畅，动的

目的就是为了不断拓展视角空间。

三、画面不够怎么办
在同一个景上，比如我们拍建筑，可以利用早、中、晚、雨、

晴、阴，这样一来，在同一个机位，也可以拍出数个不同的意境来。

当然，要注意摄像时的写意表达。在所拍摄的画面中，要有意境，要

注意视角和静态的运用。

３



四、如何拍人
我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作者

是孙玉胜。他在书里面讲，拍摄时，镜头尽量平视。其意就是要尊重

我们的采访对象。他说，摄影记者要有一个观念，就是在你面前，所

有的人都是平等的。不能仰视他们，即便他是名人，也不能俯视他

们，哪怕他是罪犯。孙玉胜说，看新闻的书记、县长，他们的第一感

觉和你一样，他也是用一个普通人的心态在看。所以我们一定要讲人

性，讲创新。要尊重你的采访对象，把罪犯也当成普通人来写，当成

普通人来拍。

五、同期声比解说词更重要
拍新闻时，一定要记住，同期声比我们的解说词更加重要。特别

是拍摄专题，图像与声音最好能各占５０％。电视新闻，听觉更重要。

因为人们可以一边干活，一边听新闻。所以要学会对声音的运用。至

于同期声是靠前用还是靠后用，这个要根据新闻来具体研究。

六、让细节发出光亮
拍专题，要特别注意对细节的拍摄。比如拍犯人母子见面，怎么

拍？一可以拍他们的泪水。犯人见到妈妈，容易动情。二可以拍他们

的身体语言。人一动情，身体容易抽搐。三可以拍他们变了声音的话

语。在这种场合见面，人是很难做到用正常的声音说话的。细节在于

深入，只有把细节拍好了，拍生动了，才谈得上深入，而只有深入，

才能成就人物的生活。什么叫真实？真实就是要有人性。我们搞新闻

的，容易犯的一个毛病是只知道宣传，不知道传播。

切忌去教我们的采访对象说话，要让他们说自己想说的话。美学

常识告诉我们，宁肯不到位，也千万不要过了。包括音乐的运用，宁

可声音小一点，也不要声音太大了。在一条新闻里，如果我们老说国

家的事业怎么怎么样，就显得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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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受众的相关性
观众在看新闻时，一般都会想，这条新闻与我有什么关系？所

以，我们应该思考：这条新闻有没有对观众的吸引力？比如说，中秋

节放假问题，国家为什么会这么做？放假的深刻目的是什么？同时，

我们双流人怎么过这个节？另外，今年的月亮怎么样？今年的月饼是

怎么买的？月亮文化应该怎么搞等等。新闻，要想办法走进老百姓的

兴趣里去，更要想办法走进老百姓的心里去。

八、营造不可知的结果
什么样的节目最好看？有悬念的节目。悬念是最好看的东西。什

么最重要？变化最重要。我们拍摄新闻，就是要学会在有悬念的地方

开机。当然同时也要把握好悬念与节奏之间的关系。另外，要注意讲

故事，不要讲道理。做节目的问题，就是找故事，造人物，设计悬

念。要像 《走近科学》的节目那样，学会制造悬念。做新闻，一定要

带着问题去做新闻，千万不要带着结果去做新闻。

九、事实面前人人平等
新闻采访中，一定要讲平衡，不偏向于哪一方，只要客观、公

正。新闻本身就要讲事实，新闻本身就要真实。我们要还原事实的现

场，事实的真相。不管是批评还是表扬，都不能只听一方的声音。生

活中我们可以有同情心，但在处理新闻时，切忌先入为主，事实面前

人人平等。只有直面真相才能造就公众的理性精神。

说得不对、不准确的地方，请大家指正。在这里，我也祝愿双流

电视台———明天更辉煌！

（作者系中央电视台原 《新闻调查》制片人，现任中央电视台电

视剧管理中心项目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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雏凤清于老凤声
———写在双流电视台建立２０周年

杨　飚

双流电视台２０周年庆典在即，作为一名老广播电视人，我十分

欣慰，并由衷祝贺。一个县级电视台在２０年间能够稳定、开拓、可

持续地向前发展，高掌远跖，功成业就，是一个值得重视和研究的命

题。关于县级广播电视的生命力何在，它应当怎样在竞争中实事求是

地谋发展，双流电视台的成长轨迹向我们提供了一个现实的参照。

２０年前，我还在省广播电视厅任副处长，负责联系全省地县新

闻宣传与各级广播电台、电视台的申报审查报批工作。那时，国家对

县级电视台设置的门槛很高。四川囿于地方经济状况相对薄弱，与江

浙和沿海发达地区比较，县级电视台发展速度异常缓慢。当时的双流

县经济实力已在全省前列，为筹办电视台提供了物质条件；更重要的

是，一支初具规模的新闻宣传队伍和一套科学严谨的管理制度基本形

成。在我们向北京上报材料后，广播电影电视部很快于１９９３年１０月

向四川省广播电视厅发文，同意建立双流县电视台。

从１９９３年到现在的２０年间，我深感双流电视台几届领导具有一

个共同的事业发展理念，就是在竭力服务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

加速自身的发展。这是广播电视的发展之道、进取之道，更是县级广

播电视须臾不可忽视的生存之道、振兴之道。这句话说起来容易，真

正付诸实践却比较艰难。

客观地讲，１９８３年全国第１１次广播电视工作会议后，在 “四级

６



媒体人眼中的双流电视　

办广播，四级办电视，四级混合覆盖”方针的指导下，县以上广播电

视播出机构几乎都自发开办了电视节目，主要播出地方新闻。这在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条件下，对解放全国广播电视生产力具有促进

作用。当历史进入１９９２年，我国开始步入市场经济轨道后，以传播

新闻为己任，担当党和人民喉舌的广播电视，面临着生存与发展的严

峻考验。究竟是以新闻立台，始终坚持以服务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为龙

头，带动其他事业共同发展，还是不顾主客观条件盲目上马，在发展

方向和速度上重城市、重电视，以经济创收为主旨，这在当时的行业

内部和社会上都有着大相径庭的观点。

１９９２年，省广播电视厅在重庆召开了一次全省地县广播电视宣

传改革研讨会 （当时四川省辖现重庆市，共２３个市地州、２３７个县

级行政区），明确提出地县广播电视改革一定要以改革宣传为突破口，

真正融入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坚持一手抓新闻宣传当好喉舌，一手

抓经济创收发展事业，形成一个高效互动的良性循环机制。我们欣喜

地看到，这２０年，双流广播电视台正是这样，凭着智慧、制度、实

力和团队精神的积淀与完善，矢志不渝地走出了一条自我发展、自我

完善的奋进之路。

下面列举的事实与数据，是我仅能查到的历史记录和最近了解到

的双流县广播电视台的情况：

———１９９９年，县广播电视台投资８００万元，建成了集计算机互

联网、专用网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数据平台，实现了向综合型媒体

的转变。县审计、劳动、工商、税务等职能局和信用联社建成了计算

机专用网络并投入使用。

———２００２年，县广播电视台进一步建成开通了全县党政宽带网，

为双流县党政办公自动化奠定了基础。

———２００３年初，县广播电视台投入１００多万元建成的全数字

ＭＵＤＳ无线网络电视成功试播，满足了偏远地区农村群众收看高品

质电视节目的要求，全县反映强烈，称赞 “有线电视，无线收看，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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