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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市级气象影视制作存在问题及建议

林 荣 惠
(漳州市气象局,福建漳州 36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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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地市级气象部门加大资金投入,更

新、购置影视制作设备,建设气象演播厅,开播

有主持人的气象影视节目,有效地提升了气象节

目的品质和服务能力。但仍面临着很多问题,影

响气象影视媒体服务效果,不能满足当地的社会

需求。针对地市 (县)级气象影视制作存在的问

题进行分析探讨,提出相应建议。

1 现状和存在问题

目前,地市级气象影视制作有的有主持人,

有的无主持人;县级天气预报节目有独立制作和

地市级代为制作两种模式。气象影视节目每日播

出,且节目大多集中在晚上,节目制作量较大,

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地市 (县)级气象影视制作

都存在一些问题。

1.1 地市级气象影视制作存在的问题

地市级气象影视节目大多系列化、多元化,

日播节目有四至五档,甚至更多,有的还代县局

制作节目,从设备、场地和人员等方面,地市级

普遍存在不足,制作创新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

不能定期对节目进行改版,缺乏对新节目、新项

目的开发。

1.2 县级节目由地市代制作存在的问题

地市级代县制作天气预报节目,不仅充分利

用了地市级气象影视资源,减轻县局的工作负担,

而且有效地提高了节目质量和档次。但仍存在一

些问题。①节目难以精细化制作。由于电视天气

预报节目大多集中在晚上播出,地市级制作节目

档次多、时间短,如福建漳州气象影视中心需在

不到2h时间内完成市局、县局六档天气预报节

目制作。因此精细化制作有一定困难,易造成节

目质量下降。②县级节目同质化。为节约制作时

间,县级节目一般情况下只录制一套主持人视频,

各县通用[1],造成节目雷同,解说内容过于笼统。

而各县局服务内容侧重点不同,如福建漳州的山

区县以农业为主,如华安以茶为主,平和以密柚

为主,而沿海东山县局以海产养殖业、旅游业为

主。沿海和山区在地理气候差异较大,因此气象

信息服务往往不到位,体现不出当地特色。③县

级没有相对独立的主持人。不同的主持人有不同

的主持风格,市县两级主持人共享,导致市县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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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指挥负责;专家组成员应相对稳定,并各有分

工;应急气象服务指挥中心、指挥中心成员单位、

专家组的各岗位人员,应有24小时的固定联络方

式,并在应急气象服务指挥中心备案。
(2)按照本标准的要求开展应急气象服务演

练。各地因地域环境、社会发展状态、工农业生

产布局、气象建设条件的不同,对应急气象服务

的要求也不尽相同。通过开展应急气象服务演练,

熟悉应急气象服务工作流程,总结应急气象服务

工作要点,明确应急气象服务要求,为实施应急

气象服务、提高服务质量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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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没有本质区别,地方区域性特色不突出。

1.3 县级独立制作节目存在的问题

①制作设备更新不到位。由于县级资金有限,

无法对设备及时更新或升级,导致各项技术指标

达不到电视台播出要求,严重制约节目质量的提

升。②技术力量薄弱。县级制作人员大多兼职,

制作水平和能力有待提高,较少对节目进行改版、

创新,降低了节目的可视性和收视效果。③科学

信息量偏少。县级节目提供的预报时效偏短,基

本局限在48h内,乡镇的预报只有24h,难以满

足公众对气象信息的需求,特别是灾害性天气来

临之际,深度加工制作有困难,在防灾减灾中不

能充分发挥出它的积极作用[2]。

2 地市 (县)级气象影视制作的对策及建议

2.1 地市级气象影视节目制作

①无主持人的地市级应加强气象影视的投入,

争取开播有主持人节目。②培养主持人的个性风

格。主持人是节目的灵魂,节目主持人应针对自

身特点,培养形成独特的风格、彰显个性化的主

持魅力。③建立培训制度和节目评价制度。加强

气象影视业务技术培训,可采用 “请进来、走出

去”方法,与影视同行交流学习,不断提高制作

创新水平,对节目实行不定期的改版;定期举行

节目评价会,随机抽取日常节目进行观摩评议,

由公众、专家、部门领导等组成的评价小组,对

节目的画面、播出稿内容、主持的艺术等进行评

价和讨论,对节目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

解决措施,对有进步有创新的亮点给予奖励[3]。

④开发新节目新项目。积极与各大媒体合作,开

发开播新栏目,如地方方言气象节目等;加强建

设投入,实现气象连线直播;抓住中国气象频道

落地机遇,开发中国气象频道本地化插播节目以

及气象专题片的开发与制作。

2.2 地市代县制作节目

①为便于节目的精细化制作,给制作人员进

行策划和后期编辑的时间,建议有条件的地市级

可建设第二演播厅,用于各县级节目的制作。②

为县级节目聘用专门的主持人,主持人解说稿由

县级提供。由县级提供主持人稿件有利于突出当

地的特色,并与市级建立沟通制度,便于在节目

中体现当地的重要活动或特别内容。同时,为了

减少主持人视频的制作,可采用特色相近区域的

县局共享视频,这样既可体现区域性特色,又减

少主持人视频的制作,有效提高节目的差异性。

2.3 县级独立制作

①由地市级主持人配音。县级天气预报节目

一直采用电脑语音库配音形式,语音系统配音具

有衔接不流畅,声音不协调的缺陷;若遇较为复

杂的天气,如台风、暴雨等灾害性天气时,要准

确、及时地表达存在一定难度。采用地市级主持

人对县级节目进行配音后,由县级将声音文件与

视频画面进行编辑录制,可有效地提高配音质量

差的问题。②可采用卡通主持人或电脑上配置的

主持人,使节目声像并茂,吸引观众的眼球。③
县级节目可延长预报时效,如天气形势预报时效

延长至72h,乡镇窗口延长至48h,同时增加防

灾减灾科普知识的宣传,丰富节目内容。④县级

影视技术力量薄弱,又缺乏必要的培训,基本没

能力对节目进行创新改版,可借助地市级的技术

力量进行改版创新,来提高节目的可视性和收视

效果。

3 结语

气象影视制作是提高节目质量的重要手段,

采取有效的制作方法,能够有力提升节目的服务

水平。在日常的节目制作中,需要不断完善和改

进节目制作模式和方法,做出更多更好的气象节

目,在公共气象防灾减灾中发挥出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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