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陕
!

西
!

气
!

象
!"#$

!

%

"

刘新苗#刘新蕾#蔡巧晖#等
&

泉州气象影视现状及改进思路$

'

%

&

陕西气象#

!"#$

!

%

"&

**(*%)

文章编号!

#""$(*+%*

!

!"#$

"

"%(""**("!

!!

收稿日期!

!"#$("+(##

!!

作者简介!刘新苗!

#,-*

'"#女#福建泉州人#汉族#工程师#从事气象影视工作(

泉州气象影视现状及改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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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近年来#气象影视发展处于停滞期#多方面的问题日益显现(从泉州气象影视节目现状入

手#从节目制作+内容+定位等方面分析了存在问题#并提出改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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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泉州市气象局和泉州市电视台联合

开播电视天气预报节目#从幻灯片式静止图片配

合光盘
.W

音乐加电脑语音合成的节目发展到气

象小姐或气象专家主持节目#节目水平得到很大

的提升(

!"#*

年前完成电视天气预报节目)集约

化*#即)市代县*模式#同年实现城市窗口自动配

音技术#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但与电视台制

作的节目相比#天气预报节目在包装+内容+形式+

主持方面存在不小的差距(而且随着现代媒体的

多样化#人们获取气象信息不再局限于电视#手

机+互联网分流了一些受众$

#

%

#电视天气预报节目

收视率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在观众日益增长的物

质文化需求下#只有认真查找问题所在并从多方

面着手改进#节目才能获得观众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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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状及存在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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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制作%集约化&的利弊

目前#泉州气象影视已全部实现)集约化*#即

市局为辖区
$

县!市"局制作天气预报节目#每套

节目都有主持人出镜(每天县!市"局提供天气预

报稿件#通过内网传给市局#由市局统一录制节

目#再分发到各县!市"电视台播出()集约化*充

分发挥了市局人才优势和技术设备优势#解决了

县局影视设备缺少+落后#专业人员短缺等问题#

极大地提高了县!市"局天气预报节目的质量和

档次(

但实现)集约化*的同时#也相应地产生了新

的问题#市局原有节目的质量难以保证和提高(

目前#泉州市气象局信息服务中心每天需要制作

#!

套节目#其中
,

套集中在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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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段内完成#制作人员拿到预报稿件后#忙于应

对节目的字幕生成+语音生成+录制+打包+监听+

传输等#虽然城市窗口配音是电脑自动合成的#节

约了半小时的时间#但要在一个半小时里完成
,

套节目#时间紧张#没有足够的时间分析天气#制

作更细化的天气图片#只能提供一些较为简单的

图片#如&天气图+温度柱状图+卫星云图等#在这

种情况下市局原有节目的质量有所下降(

#&!

!

节目内容'形式单调"缺乏策划(

天气预报节目内容单调是很多地市级电视天

气预报节目的通病(目前泉州天气预报节目还只

是停留在根据天气实况+预报资料分析未来天气

的阶段#因为缺乏既懂气象又懂制作设计的人才#

要将预报结果很好地转化成专业图表显得力不从

心#对于每一次天气过程缺乏更深层次的分析和

挖掘(

天气预报节目形式较为单一#节目以模板的

形式存在#一般是片头
`

主持人头像
`

各站点具

体天气情况的模式(这种固定模式显得很呆板#

每天只有主持人讲解的内容有所不同#长此以往

观众容易产生视觉疲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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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泉州多套节目的稿件由预报员编写#主

持人只做小的改动(但部分节目如)闽台天时*节

目时长长达
%=ML

#需要主持人自己组织解说词(

由于主持人是轮班制#由于主持人的不同#稿件随

意性较大#缺乏统一策划#造成节目)必视性*的

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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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人才匮乏'技术薄弱

目前#影视制作中心的制作人员有
*

名+主持

人有
+

名#都不是影视或主持专业出身#未受过专

业培训(制作人员其中两人三十岁左右#其它两

人年满四十岁#其中两人还是兼职#从业人员较

少#结构配置不理想(由于编制少#常聘用编外人

员来制作节目#人员流动性大#不利于队伍的稳定

与人才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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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发展定位有误区

长时间以来#单位将电视天气预报节目定位

于创收#制作人员与主持人在专业方面的学习培

训不够#气象影视事业缺乏长远的发展目标和规

划(在多媒体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单靠自

学远不能适应节目发展的需求#需要建立人员培

训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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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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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开制作市局与县局节目"定期对节目进行

改版

在人员充足的条件下#可考虑市局节目与县局

节目由不同的人员制作#这样一来制作人员有宽松

的时间加工气象资料(因市局节目的覆盖面较广+

收视率较高#更要大力提升市局节目的质量(目前

泉州
$

县!市"局使用相同的节目包装风格#主持人

背景与乡镇预报背景大同小异#在条件允许的情况

下应在包装上有所区分(每套节目最好有鲜明的

地方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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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根据当地的地理环境+特产+景点等

因素量身打造(如对于茶乡安溪#节目内容可适当

侧重于对茶农采摘+晾晒茶叶的指导(惠安+石狮

地处沿海#出海渔船多#应多加提醒渔民风力风向

变化的气象信息(永春+德化地处山区#种植业较

发达#应加强对当地农业生产方面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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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面着手提高节目质量

尽可能发布有用的信息(利用上午较宽松的

时间组织人员分析近期的天气特点#查找历史资

料#将当天的天气与历史资料加以对比#从中得出

更多的信息(多制作一些气象科普知识宣传短

片#在天气形势较为简单时#可以适当播放一些宣

传短片(

主持人参与气象台天气会商#多与预报员沟

通交流#只有这样写起稿件才能心中有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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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说词内容应特别注重重大天气来临时#如台风+暴

雨+雷电等天气现象对人们工作+生活的影响(主

持人解说词的质量高低是节目好坏的重要因素#

解说词要尽量避免采用生硬难懂的专业术语(最

好有气象专业人员对稿件进行把关#无论是平常

天气还是重大天气#都能进行策划#使每天的节目

内容相互联系#而不是一盘散沙#只有这样才能培

养观众定时收看节目的习惯(

节目里引入新闻观念#在重要天气来临时#需

要第一时间第一现场报道#对于观众关注的天气

热点及时做出权威解释#提高节目的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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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制作人员的学习培训'提升主持人的编

稿能力

人才是事业发展的关键#拥有专业的气象影

视人才事业才能快速和可持续发展(只有引进人

才#建立激励机制#激发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节目的制作质量才能上档次(现有从业人员也要

不断提高自学能力#有条件的话可选送人员进行

深造#通过传帮带提高人员整体的业务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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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市代县*的集约化模式是近年来的新兴事

物#这种模式极大地提高了县局节目的质量#但集

约化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如何保质又保量是摆

在气象影视人面前一项重要的任务(分析本单位

影视节目存在的问题并加以解决#就能做出观众

满意的电视天气预报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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