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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妇联出品 今日女报 / 凤网制作

为充分挖掘湖南得天独厚的红色湘女资源，湖南省妇联在全省开展了以“巾帼初心耀三湘”为主题的系列宣传教育活动。继
“红色湘女故事汇”之后，从 2019 年 7 月起，我们推出巾帼初心耀三湘·传承篇——寻访湖南“三八红旗手”专题报道。为此，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走遍三湘大地，讲述开始于 1960 年的三八红旗手和红旗集体故事，展现她们的无私与奋斗、初心与热血，
彰显昂扬于时代潮头的湘女风华。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电视人余淑君的故事。

湖南卫视有很多非常
受人喜欢的电视栏目，《天
天向上》《神奇的汉字》正
在其中。当下，这两个栏
目每一期节目的第一个“观
众”, 应该是余淑君。

余淑君是湖南卫视总
编室业务监制，负责《天
天向上》和湖南卫视七点
半档节目的审片工作。

在此之前，她参与制
作了《乡村发现》《变形计》
等一系列观众耳熟能详的
电视节目。

2004 年，余淑君获得
“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

6 月 2 日， 今 日 女 报
/ 凤网记者来到湖南卫视，
听余淑君讲述女电视人的
激情和责任。

听《乡村发现》金牌制作人讲《变形计》故事

第    期·传承篇 28

文、图：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欧阳婷 唐天喜

编
者
按

三八红旗手
寻访

专题报道

余淑君

1971年出生，现担任湖南卫

视总编室业务监制。先后参

与制作《乡村发现》《变形计》

《儿行千里》等节目，2004

年获得“全国三八红旗手”。

扫一扫，分享三八
红旗手时代风采

“我本来是想回老家成为一

名老师。”6 月 2 日，回忆起最

初的职业规划，49 岁的余淑君

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1994

年，即将从湖南师范大学中文

系毕业的她进入湖南电视台实

习，后来因为爱情，她没有回

常德市澧县老家教书，而是留

下来，成为一名电视媒体人。

因为“悟性高”，余淑君不

到半年就做了《事事通》栏目

的责任编辑和编导，并负责其

中一个版块“七嘴八舌”。

但那时的余淑君可付不起

一个月几百元的房租，幸运的

是，领导同意她住在办公室里。

办公室总共才十几平方米，白

天是六七个人的办公地点，晚

上就成了余淑君的“安乐窝”。

但这个“安乐窝”一点也

不安乐，一张窄窄的竹床白天

折叠起来放在墙边，一床薄薄

的棉被挤在同事为她腾出来的

磁带柜角落，晚上等所有人都

回家了，她才能打开竹床、摊

开棉被忐忑入睡。

1996 年，为了配合电视上星

工作，湖南卫视进行机构改革。

当一些人为前途忧心时，余淑君

烦恼的却是到底该去哪个栏目。

有一次，她刚被《男孩女

孩》（电视节目《新青年》的

前身）栏目的制片人杨晖拉到

办公室开策划会，却被《乡村

发现》的制片人李兵看见了，

李兵说：“咦，你是我们栏目

的，怎么跑到这儿来开会呢？

走，跟我去找主任，把你定在

《乡村发现》。”

为 了 让 余 淑 君 尽 快 成 长，

李兵常将她带到采访现场，李

兵在镜头前侃侃而谈的时候，

余淑君则在镜头外的田间地头

奋笔疾书。后来，余淑君成为

了《乡村发现》的执行制片人。

当时，《乡村发现》占据着每

周的黄金时段，虽然只有 30 分

钟，但《乡村发现》团队付出的

努力远不止 30 分钟。

“那时，我们每到一个地方，

就先邀请当地的宣传部、妇联、

乡村干部等开座谈会，把我们

的要求告诉他们，请他们提供

线索。随后，我们对线索进行

分析，再确定采访对象。”余淑

君说。

为了呈现最真实的农村，《乡

村发现》录制地点就在乡村的

田间地头，有时连车子都开不

进去，余淑君和同事只能带着

设备步行到达。有时向老乡问

路，老乡手一指，就在那，“感

觉目的地就在眼前”，实际上到

达时，已经过去了好几个小时。

余淑君说，真是“望到屋，走

到哭”。

在乡村行走，余淑君和李

兵以及摄像唐天斌组成了“铁

三角”。有一次，节目组工作人

员在怀化溆浦辛苦采访一天后，

坐老乡给他们准备的拖拉机下

山。乡间道路就是泥土混着石

块铺成，旁边深不见底。唐天

斌站在司机旁边，一手扶着车，

一手拍摄，李兵和余淑君则躺

在车厢里老乡铺的稻草上休息。

当车子走到一个“Z”字形

路口时，拖拉机的刹车突然失

灵。就在这个时候，唐天斌不

顾危险，敏捷地从车上一跃而

下，用一个大石头堵住了已经

减速的轮胎。李兵当时惊呆了，

余淑君则从半睡半醒中回过神

来，后知后觉逃过一劫，“非常

感谢唐天斌”。

这 些 困 难 在 余 淑 君 看 来

只是“花絮”，最 让 她感到骄

傲 的 是， 做 出 来 的 节目受 到

了各方的关注和喜爱。“当时

《乡村发现》观众的来信经常

塞到信箱放不下。”

后来，栏目主持人李兵荣

获了范长江新闻奖和中国播音

主持金话筒奖。余淑君也获得

了“全国三八红旗手”、中国新

闻奖，湖南省“十佳编辑”、“十

佳记者”等荣誉。

2002 年，《乡村发现》改版，

余淑君策划了一系列令人耳目

一新的节目，比如《“美丽村姑”

大决选》《农民心中的好干部》

《农民特长擂台赛》《飞越乡村

摩托大赛》等。

有观众评价说 ：“这或许称

得上中国最早的电视选秀节目。”

2009 年，因为节目调整，《乡

村发现》停播。在制作了《想唱

就唱》《那是我妈妈》后，余淑

君又带领团队加入到《变形计》

的制作当中，领衔制作了《变形

计》第八季、第十季等。

做《变形计》时，余淑君

又有所创新，她自掏腰包，聘

请了专门的摄影团队，到乡村

拍摄空镜头，为每个孩子做宣

传片。

“每次拍摄农村孩子，都会

让我哭好几次。”余淑君说，尤

其是看到孩子最终有所改变时，

团队成员都深受触动。

余淑君始终认为，做节目

要有社会责任感，《变形计》的

初衷就是通过环境来改变孩子。

如果发现录制 7 天后，孩子还

没有改变，余淑君会将节目录制

时间延长，“最长的在农村待了

40 多天”。

而拍摄节目前，余淑君对

参与录制的孩子有自己的一套

选人标准。“这个孩子一定要是

本质很好的人。”余淑君告诉记

者，首先是看材料，然后通过

电话和孩子交谈，最后节目组

还会提前到当地走访孩子的家

人和朋友，“如此这般才决定拍

谁不拍谁”。

节目录制后，余淑君还会要

求跟拍导演和参与“变形”的孩

子们保持联系。

让 观众津津乐道的“真香

体”创造者王境泽就是余淑君

团队所拍摄的一个孩子。如今，

王境泽和他的跟拍导演吴勇飞

还有联系，“到长沙来还会请他

吃饭”。对于参加节目的农村孩

子，节目组也会在拍摄结束后根

据实际情况进行帮扶，比如危

房改造的资金，孩子上学的学杂

费等。“帮助他们的有社会力量、

当地政府、芒果 V 基金等，总

之绝不是拍完节目就走了。”

回顾余淑君制作过的经典节

目，大多是以素人为主，而且深

受观众喜欢，余淑君团队也因此

被称为湖南卫视的金牌团队之一。

采访中，余淑君多次提到“责

任”二字，尤其是现在担任审

片工作后，她更感觉责任重大。

在她看来，电视媒体人不仅要

对自己制作的节目有责任，更要

对观众负责。

睡在办公室里的“抢手”新人

《乡村发现》背后的惊险故事

《变形计》孩子选角，她自有标准

小档案

余淑君在外省录制节目时，采
访民间艺人。        供图 / 受访者

余淑君（中）给参加《乡村发现》民歌比赛的选手讲解规则。供图 / 受访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