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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回事，姐妹彩排时可不是这样子的呀！”12月
24日，聚焦晋江两会·城乡人居环境整治专题访谈播出
后，姐姐在我朋友圈中开玩笑留言。回想起这次的主
持初体验，确实有些小故事。

作为纸媒记者，主播从报纸载体转到荧幕，面对镜
头真有些紧张、不自然。尤其是我，上镜时向来都是又
尬又僵硬。要怎么让自己尽量放松一些，不把这份不
自然传递给访谈嘉宾？在访谈前一天，我把姐姐拉来，
充当我彩排的“工具人”。我把姐姐当访谈嘉宾，一遍
遍地练开场、顺逻辑、调整提问顺序……所以，姐姐对
我的访谈脚本十分熟悉。

与我这个“半路出家”的主持人相比，邀请到的访
谈嘉宾更为专业。记得在邀请嘉宾时，晋江市政协委
员、英林镇党委副书记林萍拉听说是访谈录制，告诉我
她有些紧张。我赶紧跟她坦白：包括她在内的访谈嘉
宾都是有经验的，我才是第一次，其实我更紧张。她笑
着鼓励我：那就负负得正，一起不紧张。

要做到不紧张，只能做好充分准备。在记牢访谈
问题、查阅众多背景材料后，我终于能够充满信心地脱
稿上场了。访谈嘉宾对于各自领域的工作了然于心，
让这场访谈十分流畅地进行。嘉宾的侃侃而谈，帮助
我忘掉了镜头的存在，话匣子打开了，自然而然就抛开
脚本，提出很多新问题，采访到很多意料之外的新观
点，这也成为本场访谈的彩蛋和亮点。剪辑出来的视
频已经不是脚本中的“套路”，姐姐才打趣说“彩排时可
不是这样子的呀”。

主播访谈初体验，又一次让我体会到什么叫“台上
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短短一句口播，虽然只有25个
字，需要的却是反反复复的练习。两会期间，采访写稿
任务繁重、时间紧迫，只能利用开车时间，一遍遍尝试、
一次次练习。

复盘此次“主播经历”，确实是受益良多——
只有不断压实基本功，才能信手拈来，才能博观约取、
厚积薄发，才能不尬，才能忘掉镜头的存在。所以只能
对自己说，你还要加油呀！

不按“套路”
才有“彩蛋”
本报记者 蔡斯洵

报社在两会期间推出主播已经不是第一次，但一
下推出四个主播却是第一次，而我也是第一次担纲两
会主播，从对镜头的抗拒到接受，是最明显的变化。

在我日常的产经报道中，并不缺乏面对面、一对
一采访企业家的经验。但此次，在报社特别设立的主
播访谈间，同一时间面对四位受访嘉宾，却让我感受
到了不小的压力。设计采访问题、安排采访顺序、控
制采访时间、掌握采访氛围……这些对我来说都是不
小的挑战，无论哪一个环节出了纰漏，都会导致采访
不能顺利完成。

另外一层压力，则来自这次访谈的主题——“科
技创新”。这是当下社会各界最热的话题之一，而我
面对的受访嘉宾来自企业、来自科技职能部门，对于
科技创新，他们最有话语权，而无形中对我这个产经
记者是一大考验，行业知识够不够、专业能力能否匹
配，这些都是能否做好访谈的关键。

不夸张地说，我的访谈安排在12月22日上午，但
前一天晚上，我却紧张到有些失眠。好在，整个访谈
非常顺利，所有环节一次过。

这一年，采写关于科技创新、产业转型升级的
报道并不少，但能像此次访谈这样深入探究科技创
新、产业转型痛点、难点的机会并不多，正如报道中
所写——既有如话家常的开诚布公，也有谋划深远
的磋商共勉。

面对镜头，四位受访嘉宾并没有表现出局促，反
而认真回答问题、深入剖析问题，提出各自见解，思维
之敏捷、认识之高度、见解之深度可见一斑。

其实，在晋江如他们一般的企业家、政府职能部
门负责人有很多。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晋江有目
标、政府有作为、企业家有信心，看到了政企互动的紧
密性，看到了他们正一同在晋江转型升级的道路上探
索前行，看到了他们对晋江美好未来的期许。

这场访谈，也让我对晋江产业、晋江城市的未来
更加期待！

这是我的“第一次”
本报记者 柯雅雅

这是我连续第四年在一线报道晋江两
会。按理说，该经历的“套路”都经历过了，但
两会像一个年年准时到来的考场，不断给我
提出新的命题。

今年，新的考验便是本报首次策划推出
的《主播访谈》栏目。

当得知要与代表、委员还有局长们面对
面进行交流后，我脑海中便不断浮现出作为
一名非专业主播上镜可能会出现的台词卡
壳、肢体动作不协调等画面。我该怎么克服
这尴尬的心理？作为第一位进行访谈的主
播，我又该怎么做得更好？思来想去，唯有充
足的准备和足够的自信，才能从容地面对这
场访谈。

写完采访提纲后，我展开了训练，一遍又
一遍重复谈话内容，提前熟悉好采访的内容，
掌握好整个访谈的节奏感。

面对受邀嘉宾没有太多时间熟悉提纲的
情况，在正式录播前，我与访谈对象进行了多
次“模拟访谈”，互相熟悉访谈流程、问题等，
理顺访谈思路。

心中有底，人不慌。真正走进访谈间后，
虽说初次面对镜头的两位访谈对象仍有些紧
张，但我们三人按照事先“模拟访谈”的样子，
逐个问题展开交流，并逐渐适应访谈节奏，顺
利完成了此次访谈。而我，在“松了一口气”
的同时，竟然还有些意犹未尽。

要说主播访谈“初体验”是啥滋味？那就
是——有些忙，采访和传播两头顾，只能见缝
插针地赶工；有些感动，顺利完成了访谈，取
得了不错的效果；有些窃喜，多元的传播渠
道，让记者的工作变得更有价值。

忙归忙、累归累，但也乐在其中。特别是
在会场休息间隙，时不时听到我们四位主播
一起录制片头的那句话：“我是晋江经济报两
会主播，我们将带大家走进两会最热话题！”
这也说明视频效果不错，传播得广、看得人
多。对我们四个“菜鸟”主播来说，这就是最
大的认可！

心中有底人不慌
本报记者 许洋洋刚刚过去的晋江两会，本报推出了“主播访谈”特

别策划，共进行了为期5天的视频拍摄与制作。透过
镜头，我们和广大读者网友一同享受了全新的两会视
觉大餐。

背景板制作、场地布置、拍摄设备使用、视频制
作……对我来说，每一个环节都是新的尝试，每一场
主题专访都是新的“战场”，每一个细节都容不得忽
视。

在“主播访谈”系列视频拍摄中，我印象最深的是
片头拍摄。拍摄前早已构思好方案的我，到了现场还
是乱了阵脚。其中，拍摄女主播是最大的难点，因为女
主播在形象方面比男主播要求高得多，而且片头制作
出来代表的是报社形象，无形中我的压力大了不少。

因为是全新的尝试，所以在拍摄中遇到了不少问
题。21日早，第一次专访正式开始，由于照片拍摄和
视频录制同时进行，不仅要保证采访对象在视频中的
特写镜头和全景镜头，还要保证照片的拍摄。鱼和熊
掌不可兼得。第一次制作出来的专访视频效果并不
理想——拍摄采访对象的画面背景显得有些杂乱。

发现了问题，那就解决问题。第二天，现场和报
社领导沟通成片时，我将这个问题提了出来。在报社
领导的指挥和摄影记者的帮助下，我们决定改用照
片、视频分开拍摄的方案。拍摄前先沟通好，摄影记
者先拍全景照片，拍摄完毕后，我再进行正式录播。
途中，摄影记者不时对采访对象进行抓拍。

通过及时调整拍摄方案，第二次专访制作出来的
视频效果有了明显改观。在第三次、第四次的专访拍
摄中，我吸取教训，在保证重要画面的基础上，更加注
重视频制作的细节，让呈现效果达到最佳。

计划赶不上变化是常态。在高压的工作环境下，
对于各种突如其来的指令和要求，我们整个团队争分
夺秒、集思广益，力求保质保量完成各项任务。24日
早上，在从会场回报社的路上，我突然接到通知，“你
在哪？需要补录镜头！先不要走！赶紧过来！”我当
即掉头，一句“马上到！”是我给团队的承诺。

因为充实，五天的时间过得很快。我们拍摄的每
一张照片、制作的每一个视频、采写的每一段文字，记
录的都是这独一无二的两会时光，都是一份来自晋江
两会的全新记忆。愿下次晋江两会我能学得更多、做
得更好、跑得更快！

本报记者 刘紫萱

计划赶不上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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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晋江两会，本报首次推出重磅
策划——两会主播访谈，由4名本报记
者组成“四朵金花”，邀请参会的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以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就
热点话题面对面对话、探讨。访谈共四
期，期期有好料、期期都精彩，特别是以
视频形式推出后，更是收获社会各界的
广泛好评。今天，主播和幕后摄像集合
亮相，讲述主播访谈背后的故事。

“金花”绽放
超炸超赞！

万万没想到，继去年晋江两会上演主播
“处女秀”之后，今年还能再次入选主播名
单，而且还是以当下流行的“女团”方式出
道，和其他三位女同事以“晋报四美”的团名
进军晋江新闻界。

一开始，接到主播的任务后，我深感焦
虑。因为两会期间，我的任务十分艰巨，既
要负责年度重头戏——政府工作报告解读、
分解读、采写市领导下团消息等主要任务，
还要兼顾 3~4个专题版面的采写。时间赶、
任务重，扑面而来的压力，让我整个人的神
经都绷紧了。但转念想起去年，“初出茅
庐”、毫无半点时政采写经验的我，不也顶住
巨大压力熬过来了吗？今日与当时相比，那
就是小菜一碟！

于是，我二话不说，翻开行程本，着手
倒排工作计划，摇身一变成了一名“时间管
理大师”。每天，我为自己规划了三项主要
任务，每个任务都设置了完成时限，没有完
成不得回家。就这样，在两会正式开始前，
我按照既定计划，完成了所有版面的采写
工作。

而那个时候，距离我当主播的日子，只
有一天。24小时内，我又火速完成了列采访
提纲、定采访对象、约采访时间等事宜，中间
还经历了临时开会、原定采访对象未能到场
等突发情况，但幸运的是，主播访谈任务最
终顺利完成。

回头想想，能这般顺利，既得益于采访
对象都是“身经百战”的专业人士，面对镜头
不仅丝毫不怯场，还能信手拈来、侃侃而谈，
也庆幸自己曾是一名市情讲解员，加之去年
的主播经验，所以在主播访谈部分和主播播
报环节，几乎都是一遍过。

复盘今年的主播经历，让我感触最深
的莫过于，想要做好一名记者，自己要学
的还有很多。身为一名新媒体时代的记
者，除了要掌握高效的时间管理术外，还
要多多探索新的“出圈”方式。想让自己
实现华丽转身，成为一名市民喜爱的当红

“主播”，背后更需要诸多努力和修炼。首
先，要从认识上开始转变，勇于接受新鲜
事物，敢于在镜头前当“主播”。其次，必
须进行大量的“刻意练习”，不断丰富线上
播报新闻的经验，探索规律、总结教训。
唯有自身“功夫硬”，才能在新媒体的浪潮
中站稳脚跟，才有机会重展“无冕之王”风
采，继续勇立潮头。

想要当好女主播
还需练就“硬功夫”
本报记者 李玲玲

主播 柯雅雅

摄像 刘紫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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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播 许洋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