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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策一评

“有幸不负当年志，已然是一展雄
翅；也当是谨记昨日，那先烈所为之
事。”104年前的5月4日，五四运动爆
发。百余年来，中国青年谱写了一曲又
一曲壮丽的青春之歌。5月4日，人民
日报社推出五四青年节主题说唱 《破
晓》，纪念五四，传承力量，讲述时代
在变，青春责任不变。

与一般的视频不同，《破晓》通过
MV 形式，以潮流 RAP 唱响青春之
歌，呈现出中国青年百年来的一直向
前，不仅表达手法新颖，而且气势如
虹。MV中有曾经的青年学生、广大市
民等阶层共同参与示威游行、请愿等多
个场景；有巴黎和会诠释出“自古弱国
无外交”定律，“公理战胜强权”不过
是一个美丽的童话的画面；也有我国自
行研制的首型舰载战斗机歼 15 从辽宁
舰滑跃起飞的瞬间，更有绚烂焰火在鸟
巢上空绽放的惊艳……

一个个历史的镜头，一张张稚嫩的
面庞，一双双坚毅的眼神，在“那万万
人的抗争是那么掷地有声”“原来约定
等于零是他们说的公平”“我们这代年

轻人也传承了华夏之魂”“用零八年的
奥运让这个世界相信，就算已有人白了
鬓但仍会有人前进”等歌词在寓庄于谐
中一言而喻，向大众展示了越来越不一
样的央媒。

不仅如此，《破晓》还在朗朗上口

的歌词中，讲述出如今我们不仅飞
了天，还走到了月边，不仅有一座

“天眼”在看着繁星点点，还有那么
一座大桥宛若天路一条，以及一路
向前的雄心不断。同时，激昂澎湃
的节奏韵律也十分喜人，让人听后

热血沸腾，迸发出青春有我，责任
不变的志愿。

可以说，五四青年节主题说唱《破
晓》用比年轻人还年轻人的接地气玩法
迅速与大众打成一片，毫无半点生硬
感。这也让我们看到，在年轻语境和
年轻化社交媒体蔚然成风的当下，人
民日报社不仅融合传统媒体的内容优
势和新媒体的网络特点，而且将年轻
大众的喜好和多媒体传播模式相结合
进行转型升级。

而不断联通年轻化社交媒体链路的
打法，也让人民日报社在建立一个更为
亲民且接地气的媒体形象同时，以更加
社会化的潮流打法与大众保持了高效的
沟通，使主题教育得到更好传达，可谓
是价值导向的新颖打法。

“这才是该有的喊麦。”“听得热
血沸腾。”“两分钟听完，我抄写了好
久哦，我要全部背下来！”“哇！连平
日最严肃的人民日报都开始玩这些
了 ！” 网 友 们 在 赞 赏 《破 晓》 的 同
时，也感叹着令人惊艳的央媒年轻化
之路。

人民日报社策划五四青年节主题说唱《破晓》

寓庄于谐 唱响青春之力
□本报记者 张博

每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媒体
都会推出不少致敬劳动者的节日策
划，今年，新华社别出心裁，以讴歌
劳动的诗文为蓝本，为读者呈现了集
书法、摄影、人工智能绘画 （AIGC）
为一体的“云”上展厅，浓郁的中国
特色，高水平的书法作品，带给人耳
目一新的感觉与享受。

《古诗今画——“云”赏新时代劳
动之美》 是一款 H5 动画融媒体产品，
由中国书法家协会、新华社音视频部
创意视频工作室、新华社技术局技术
研发中心联合制作，新华通讯社出
品。作品总体以展厅的形式呈现，展
厅内陈设了 12 幅书法作品，每一幅书
法作品都出自中国书法家协会的会员
之手，而且囊括了行书、楷书、篆
书、隶书等不同字体，让读者一进入
这个“云”上展厅，便能直观地感受
到书法作品带来的美的享受。

“以诗为媒，在欣赏书法作品的同
时来一场与古人的劳动对话”，这是

《古诗今画——“云”赏新时代劳动之
美》 融媒体产品的立意。以“劳动”
这一主题重新审看古诗名句，确实能

带来不少惊喜。比如，中国书法家协
会主席孙晓云的书法作品，写的是清
代钱德苍的《解人颐·勤懒歌》：“丈夫
志气掀天地，拟上百尺竿头立。百尺
竿头立不难，一勤天下无难事。”再
如，中国书法家协会行书专业委员会
委员樊利杰所写的书法作品是出自

《荀子·修身》 中的一句话：“道虽迩，
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这些
古诗文，都是劝人勤劳与实干的，展
现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劝人勤勉奋进
的优良传统。此外，其中的书法作品
有不少是展现古代中国人民的劳动尤
其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场景，比如，“蚕
事正忙农事急，不知春色为谁妍”“童
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田
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等诗句，展
现了中国这个文明古国历来对于农耕
的重视。

点击任意一幅书法作品，右侧还
会出现两个按钮，点击“搜一搜”，弹
出来的是反映当代劳动者的摄影作
品，比如点击“施为欲似千钧弩，磨
砺当如百炼金”的书法作品旁的“搜
一搜”按钮，便可以看到新华社记者

拍摄的作品，照片中，长江边进行特
高压输电线路跨江作业的一群劳动者
在高空中作业，脚下是宽阔的长江，
极具危险的作业环境，让人看到照片
之后感到非常揪心，同时也对这群劳
动者肃然起敬。而点击 《谢中上人寄
茶》 一诗书法作品的“搜一搜”按
钮，则可以看到福建安溪的采茶场
景。拍摄者采用高空俯拍的方式，呈
现了一垄垄碧绿的茶田间，穿着五颜
六色衣服的采茶人集体劳作的场景，
画面清新恬淡。远古的诗句配上今日
的场景，确实会让人产生以诗句为
媒，与古人对话的感觉。

而点击“画一画”按钮，则可以
看到人工智能绘画绘就的古今劳动场
景，比如点击“炉火照天地，红星乱
紫烟”诗句旁的“画一画”按钮，可
以看到一幅油画风的焊接工人劳动的
场景，红色与金色为主色调的画面呈
现了火热的劳动场景，书法家写的书
法作品则被提炼出来合成到画面上，
人工智能与人类艺术相结合，给读者
以新奇的体验。

总的来说，《古诗今画——“云”

赏新时代劳动之美》 立意新颖巧妙，
呈现质量高，为“五一”国际劳动节
作出了具有浓郁中国特色的诠释。

新华社H5产品《古诗今画——“云”赏新时代劳动之美》

勤字通古今 书画展新颜
□本报记者 隋明照

4月24日，《合肥晚报》推出主题
为“格物致知 叩问苍穹”的“中国航
天日”主题手绘长卷特刊，用“科技+
古风”的创新形式，向中国航天精神致
敬。特刊从“遥望‘北斗’信天游”

“在合肥仰望‘星’空”“回望星辰大
海”“智‘绘’宇宙苍穹”4 个维度，
用 8 个整版展现了合肥逐梦“中国星

城”的努力和底气。特刊的8个版面既
相互独立，又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组
成一幅科技与古风完美融合的画卷。

特刊通过“仰望”“征途”“追梦”
的叙事主线，既呈现了中国探索宇宙的
精神，又呈现了合肥元素，充分展示出
中国航天事业的辉煌成就，用鲜活的事
例弘扬了航天精神。《遥望“北斗”信

天游》 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主导研制
的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
号”起笔，讲述合肥主导或参与发射
的“北斗七星”阵逐梦苍穹；《在合肥
仰望“星”空》 讲述了中华民族从未
停止探索宇宙的脚步，用三句古诗串
联起追问、畅想、壮志的篇章，全景
展现一座城市的空天之梦；《回望星辰
大海》 用一条时间轴的形式全面梳理
了中国航天事业的一系列重大突破，
讲述我国航天技术取得的令世人瞩目
的飞速发展成就；《智“绘”宇宙苍
穹》 则将孩子们绘制的一个个充满想
象力的未来世界完美呈现，尽显过去
和未来的衔接。

《合肥晚报》在版面处理上将新闻
性与艺术性熔于一炉，大胆采用创新四
联版长卷设计，巧妙运用深空探测、卫
星通信、北斗导航等新闻元素，实现重
大主题报道的艺术化呈现，既主题鲜
明、气势宏大，又精巧细腻、富有特
色，极具视觉冲击力和艺术感染力。新
闻性是报纸的共性，艺术性是报纸的个
性，手绘长卷在选题策划上重视两者的

结合，“身游银阙珠宫”“欲上青天揽明
月”的诗句与空天科技、量子产业的现
实一一连缀，构成新闻真实与艺术畅想
的交融。

数据新闻的表现形式在新媒体时代
已不鲜见，《回望星辰大海》尝试运用
整版图表来表达抽象数据，用时间轴贯
穿整个版面，形式与内容高度融合，可
读、易读、悦读，透出重大主题报道锐
意创新的一股新风。《回望星辰大海》
整版文字量 1000 多字，言简意赅地将
中国航天史的发展脉络娓娓道来。整版
图文并茂，编排新颖，重点突出，一目
了然，并运用多种编辑手段，提炼出核
心要点，让枯燥乏味的数字灵动起来、
理性凝重的文字感性起来、重大主题的
阅读轻松起来。

航天选题的内容相对而言较为严
肃，特刊主创人员将思想性与趣味性相
结合，用艺术感染、情感融入来吸引读
者、打动读者。尤其是《智“绘”宇宙
苍穹》中的漫画作品，寓思想性于趣味
性之中，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也丰
富、活跃了版面。

《合肥晚报》推出“中国航天日”主题手绘长卷特刊

一幅科技与古风完美融合的画卷
□本报记者 徐平

4月25日，《盐阜大众报》迎来创刊80周
年纪念日。为庆祝创刊80周年，致敬报业前
辈，传承红色基因，回首光辉历程，不忘初心
再出发，盐阜大众报报业集团以“见证八十
载 向新再出发”为主题，于当天推出创刊
80周年纪念特刊，回顾80年来特别是新时代
媒体融合大背景下转型发展、创新发展的不
平凡历程。

特刊包含40个版面，设置“初心”“见证”
“传承”“情缘”“创新”“凝心”“强音”“聚力”
“祝福”“跨越”10个篇章。

历史底稿见证初心

《盐阜大众报》是一张从战火硝烟中走来
的党报，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红色基因深植
血脉，在新闻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笔。

新闻是历史的底稿，报纸是时代的记录。
当这一份80年前老报纸的创刊号展现在我
们面前时，似乎仍能感受到时代的激荡。“初
心”“见证”两个篇章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带领
读者回顾了《盐阜大众报》80年来的风雨历
程。“初心”篇重在历史资料展现，围绕“从大
众中来 到大众中去”办报宗旨，从4个方面
组织文图。除了创刊号、题词等，特刊还围绕

“盐阜报三英杰”钱毅、胡捷、路汀专门设置了
漫绘，放置在人物简介外，通过漫画故事的形
式描述人物生平，画面形象生动，加深读者印
象。看完漫画意犹未尽？别着急，版面联动二
维码，读者扫码即可看英杰详细事迹。

80年来，散发墨香的《盐阜大众报》记录
了盐城人奋进的步伐，一代代盐阜报人，用手
中的纸笔和镜头，见证了这个伟大的时代。

“见证”篇选取了不同时期的代表性报纸，分
整版、单篇报道等形式，带领读者从中观看时
代巨变，见证历史进程。每版按历史阶段进行
划分，并根据阶段的不同设置了不同主题。

从业经历诠释传承

80年来，一代又一代的盐阜报人牢记党
的新闻舆论工作职责使命，传承红色基因、记
录伟大时代、讲好盐城故事，深入基层、深入
群众、深入一线，用一篇篇“沾泥土”“带露珠”

“冒热气”的鲜活报道，反映民众的喜怒哀乐，
感受城市的发展脉搏。

“传承”篇推出的“我是盐阜报人”纪念文
章，通过老中青三代报人的从业经历，回首峥
嵘岁月，回忆难忘往事，畅谈时代发展，抒发
豪情壮志，诠释新闻职业精神的传承与坚守，
展现出一代代盐阜报人薪火相传、奋力作为，
在时代变迁、社会发展轨迹中留下的一串串
闪光的足迹。

广大读者既是参与者、见证者，也是记录
者。《盐阜大众报》通过向读者、通讯员等征
文，透过他们与《盐阜大众报》的故事，生动呈
现《盐阜大众报》办报特色和办报成就。“情
缘”篇选取其中部分稿件载于特刊，记录这份
不解之缘。

媒体融合创新传播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媒体融合
推进9年来进入深水区，深层次矛盾已经躲
不开、绕不过。加上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传
媒业站在了一个新赛道的交汇点，新的战略
机遇迎面而来，媒体融合还要经受一系列风
高浪急的考验。

基于此，“创新”篇特推出《盐阜大众报》
一体化深融的文章，讲述《盐阜大众报》媒体
融合大事记，帮助读者了解什么是一体化深
融。特刊中配发的新型主流媒体众媒云建设
图，是盐阜大众报报业集团以“14个一体化”
的顶层设计，建设的新型主流媒体区域平台。
2021年“众媒云”全媒体全案传播，被国家新
闻出版署评为“中国报业深度融合发展创新
案例”，经营收入逆势上扬，事业发展行稳致
远，开启了地市级党报媒体深融新征程。“凝
心”篇呈现了“众媒云”的传播特色，“强音”篇
介绍了“众媒云”主题宣传，版面有颜有料，细
致具体，在回顾80年光辉历程的同时，讲述
出向新再出发，为行业融合发展提供了可资
借鉴的经验。

《盐阜大众报》创刊80
周年纪念特刊

传承红色基因
赓续报业文脉
□本报记者 吴明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