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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汇

■一策一评

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6 月 19 日至 22 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
团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大会提出，要帮助青年解决急难愁盼问
题，把青年的温度如实报告党，把党的
温暖充分传递给青年。

作为对本次大会进行青年化阐释、
可视化传播的探索之一，中国青年报社
用心创制了4期“青年茶座·团十九大
特别节目”。在一杯茶的时光中，中青
校媒记者提问、团十九大代表解答、相
关领域青年代表分享感受，通过一线的
鲜活故事，生动讲述共青团工作如何履
行“为党育人”的主责主业，如何为青
年群体提供实实在在的服务。

9 位团十九大代表、4 位青年代
表、4位中青校媒记者，陆续出现在中
国青年报社推出的“青年茶座·团十九
大特别节目”中，截至6月24日，4期

《青年茶座》总点击量达830万次。

为年轻人所思所忧所盼发声

“当下，年轻人倾向于选择一座什
么样的城市奋斗？”

“毕业季，求职路上很迷茫，家里
人也帮不上，怎么办？”

“团组织如何在婚恋方面帮到年
轻人？”

“我想去乡村工作，怎样更好留
下来？”

……
在团十九大召开前夕，中国青年报

社集合共青团新闻中心、中青在线和中
青校媒的力量，组成《青年茶座》主创团
队，广泛征集青年的急难愁盼。主创团队
仔细研究了我国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
划（2016—2025 年）》，以及近年来共青
团的重点工作，最终，选定青年发展型城
市、青年就业、青年婚恋、乡村振兴4个
主题。同时，明确要以“青年关注，关注青
年”为内容导向，把4个主题设计成青年
热议的话题，以激发用户的观看兴趣。

比如，“青年发展型城市”主题，从年
轻人的择城观入手，围绕“什么样的城市
是年轻人的理想型”展开讨论；“青年就
业”主题，围绕“帮助就业困难大学生，团
组织一直在努力”；“青年婚恋”主题，从
年轻人喜欢的飞盘、徒步等活动谈起，讲

年轻人富有时代特色的婚恋新风尚；“乡
村振兴”主题，邀请3位返乡创业的团十
九大代表现身说法，鼓励青年投身乡村
振兴大潮，找到人生出彩机会。

从小切口展开时政话题，真实再现
共青团服务青年的故事，用具体而微的
细节吸引青年眼球。

此外，《青年茶座》让青年人做主
角也是节目的一大特色。团十九大召开
前，中青校媒向多所高校发出邀请，约
请在校大学生参与录制节目，并邀请与
话题有关的青年代表，把自己和身边年
轻人的观察、思考、心声带到节目中。

团代表和年轻人在同一环境下表达
感受，通过年轻力量的注入，无论年龄
还是“话风”，都更具青春活力。

青年化阐释党的政策

如何帮助青年解决急难愁盼问题？
如何把青年的温度如实报告党，把党的
温暖充分传递给青年？

《青年茶座》 特别设计了“青年
问 代表答”的环节。提问和回答并非
平铺直叙，而是以青年视角进行详细解
读。例如，在“什么样的城市是年轻人
的理想型”主题茶座中，团十九大代
表、浙江省杭州市瓜山未来社区团工委
书记楼昊介绍了杭州市最大的青年集聚
地——瓜山未来社区。

中国传媒大学学生、中青校媒记者
刘法棋期盼能在这样的社区生活，她向
楼昊提问其中的秘诀。

“在这里有 8500 套公寓，我们创新
组团化的运营管理模式，把 8—10 幢房
子围合成一个组团，每个组团除共享健
身房、会客室、餐厅厨房灯标准配置外，
还根据青年兴趣爱好定了一个主题。如
萌宠组团，就是爱宠养宠人士的集合
地。”楼昊表示，除公区组团外，社区还打
造了青年之家、5G智能健身中心等空间。

不仅如此，《青年茶座》还找到了参
与共青团活动的受益青年现身说法。例
如，山东姑娘田东晓作为“青年婚恋”这
期节目的一位嘉宾，讲述了她在团浙江
省嘉兴市委举办的“亲青恋”交友活动
中，与一位男士相识、相知、相恋。2020
年6月6日，他们参加了“为爱‘嘉’油”嘉
兴市青年集体婚礼，与其他98对因抗疫
而推迟婚期的新人一起许下婚姻誓言。

作为这类活动的组织者，团十九大
代表、团嘉兴市委书记田凯在节目现场
回应说，近些年，嘉兴市围绕创业创
新、长三角一体化、乡村振兴等主题，
举办青年集体婚礼12场，组织近600对
新人参与，“不大操大办、不铺张浪
费，又遵循中式传统礼制的婚恋新风，
受到青年喜爱。”

通过团员青年和团十九大代表的对
话，在有来有往的交流中，把党的政策

和共青团工作作青年化解读。

创新融媒模式联动纸媒

为了做好可视化传播，《青年茶座》
不仅在中青报客户端、中青网、中青在
线、微博、B站、快手、抖音等新媒体平台
播出，还依托《中国青年报》版面开设了

《青年茶座》专栏，让报纸版面动起来。
例如，在“青年就业”主题的茶座

中，团十九大代表、湖北大学团委书记
张丽娜讲了一个故事：湖北大学商学院
的一位 2022 届毕业生，小时候因车祸
导致左腿截肢。入学后，该学院团委书
记甄国辉一对一与其结对，在毕业求职
期间为其提供就业岗位，指导简历修
改、培训面试技巧，最终这位同学在一
所职业院校找到了满意的就业岗位。

张丽娜说，通过开展团就业帮扶助
力行动，学校里 20 多名团干部，每名
平均帮扶5名困难大学生，100多名学
生得到一对一的精心服务。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抓住这个细节，
以《帮助就业困难大学生 团组织一直
在努力》为题，撰写了稿件，用故事化的
细节阐释时代背景——2022年，全国各
级共青团促成3.03万名团干部与困难学
生结对，帮助7.87万名一般院校低收入
家庭学生找到工作。

报纸版面上，青春靓丽的节目海报、
视频二维码、文字报道一起呈现。文字
报道和视频节目相互补充、呼应，让共青
团服务青年的成果更加真实可感。

“青年茶座·团十九大特别节目”通
过创新节目形式，让团十九大代表和青
年交流心路历程，真实生动。同时也使
共青团服务青年的工作，以接地气的方
式呈现，内容清新、风格朴实，让青年
觉得说的就是身边事。

节目推出后，“青春苏州”“金山团
青”“南湖青年”“曹县团县委”等各地
共青团新媒体矩阵积极转发。B站网友
@侠客岛海底留言说：“明年大学毕业，
看能不能回家乡参与乡村振兴志愿活
动。”还有一些微博网友听完青年和团代
表的发言，也为青年就业、青年婚恋等方
面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作者系中青报《青年茶座》节目
组编导）

中国青年报社共青团十九大特别策划《青年茶座》

小切口大主题 青年视角说大事
□李想

近日红网时刻新闻策划推出的大型
专题报道民营经济系列报道“三部
曲”——《邵东传》《涟源传》《老乡
传》快速走红出圈。此系列报道通过讲
好湖南民营经济发展和湘商品牌背后的
鲜活故事，改善企业家心理预期、提振发
展信心，营造良好的民营经济发展舆论
环境。截至目前，民营经济系列报道“三
部曲”已被人民日报客户端、“学习强
国”，以及今日头条、腾讯、新浪等150余
家新闻平台和商业网站转发，全网阅读
量超2.3亿人次。

挖掘湘商故事
诠释湘商精神

从党的二十大，到今年全国两会，
“民营经济”“民营企业”被频繁提及，
传递出不少对民营经济政策和制度利
好的积极信号，民营经济发展迎来新
的春天。

民营经济系列报道“三部曲”通过
探寻当代湘商发展之路，推介湖南民营
经济发展的成就与经验。系列报道通过
挖掘当年创业者筚路蓝缕的“时代火
种”，细致描绘了时代洪流中湖南民营企
业家的奋斗群像，精彩呈现了“吃得苦、
霸得蛮”“敢为人先”的湘商精神……

《邵东传》 中的 5 组特稿，通过讲
述邵东首家打火机厂创始人姚喊云、付
再华夫妇等一群奋斗者的故事，描绘出
了他们勇立潮头，不断发展壮大，实现
自身价值并造福社会的时代精神。《涟
源传》中呈现的是肝胆相照、风雨同舟
的政企关系，其5组特稿，着眼于涟商
的家国情怀，以“系列短视频+图文报
道”的形式，讲述他们如何发挥涟商的
责任和担当，从经商办企升华为实现国
富民强的故事和精神。《老乡传》讲述

了湖南老乡在风口逐风、事业有成后报
效桑梓，推动湖南经济社会发展的事
迹。既是《老乡传》的主角——湖南省工
商联副主席、全球湘商联盟青年委员会
主任、湖南高诺集团董事长，也是读者的
毛铁感叹道：“这组报道给人启迪、给人
温暖、给人力量。让我感觉作为一名湘
商很自豪，以后我要发挥自身优势，推动
更多青年湘商回归，共同建设家乡。”

陆续推出的民营经济系列报道“三
部曲”，全面反映了新时代民营企业家
爱党、爱国、爱人民的情怀和持续创
新、追求卓越、诚信守法、奉献社会的
使命担当。

注重故事细节
报道鲜活生动

系列特稿注重细节描绘，善讲故
事，使报道鲜活生动，极富感染力，勾
勒出湖南民营经济发展中的代表性人
物、精神特质、功绩成就……展现民营
经济湘军强大的发展韧性和巨大潜力。

“在中老边境小城做边贸的邵东人
李勋华，为占好摊位每天凌晨两三点就
起床”“三一老厂房里，结有蛛网的锈红
色鼓风机”“雷立猛的‘一个亿’”……这
些情节让人印象深刻。“讲一堆大道理，
不如讲一个好故事。”香港商报湖南办事
处的化定兴说，“三部曲”最大的特点是
故事足、细节实。

《涟源传》在细节上追求精致和出
彩，每一个小标题都精心雕琢，在增强文
章主旨显明性的同时，还增强了文章的
层次性与易读性。《涟源传①》中的小标
题，清新自然，吸引受众一睹为快，显示
出作者精巧的构思和匠心。化定兴认
为，“‘专员到，事竟成’‘牛上树，马生角’

‘泥鳅精神’等小标题的用脑、用心、用

情，是这组报道的另一大亮点，也让整个
报道实现了‘涡轮增压’。”

红网主创人员将栏目名反复斟酌，
最终选择用“传”，初衷就是为湖南民营
经济的传奇立传，向湘商精神致敬。民营
经济系列报道“三部曲”在讲述湘商奋斗
故事的同时，也描摹出了奋斗者的崭新
风貌。

融合创新呈现
实现共情传播

红网时刻 LED 联播网通过遍布湖
南全省主要城市的户外大屏、电梯小屏，
以千屏联播的方式滚动播放主题海报，
红网、时刻新闻制作推出视频《你听你
听 邵东传说》《涟源传：走出围城，情怀
许家国》等适合社群传播的融媒作品，吸
引受众评说和转发，引发网友共情，产生
裂变式传播。

不少网友纷纷通过时刻新闻客户端
留言。网友“邝奕轩”表示：“湘商不

仅在商业领域开疆扩土、引领行业，还
在推动实现共同富裕进程中勇于担当，
他们是时代的骄子，也是我省千千万万
奋斗者的缩影。”也有读者表示，《邵东
传》《涟源传》《老乡传》，栏目名简洁
有力，在传播中有很高的辨识度。

湖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系主
任徐琼认为，“三部曲”通过典型题材、动
人细节、融合形式，以多篇复奏的方式深
入挖掘、多角度呈现和倡导了当前湖南
高质量发展所需要继承和发扬的创业创
新精神，实现了“硬题材软落地”“大主题
小切口”“同主题新角度”，是值得解读和
学习的佳作。

在新时代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节点
上，应有更多的鼓与呼让探路者的脚步
更加坚定。而今，红网的民营经济系列
报道“三部曲”，秉持着为民营经济

“立言”的求实精神，记录潮流之涌、
彰显浪花之姿、挖掘精神之蕴，体现融
媒体时代主流媒体守正创新的价值追求
与使命担当。

红网推出民营经济系列报道“三部曲”

探寻当代湘商传奇 描摹奋斗者崭新风貌
□本报记者 常湘萍

“长三角之于武汉，是学习的标杆，也
是上下游的伙伴。武汉之于长三角，是腹
地，也是新发展格局下的新沿海……今天
的武汉，机会众多，孕育着无限可能。”6
月 19 日，在武汉市党政代表团赴长三角
考察学习深化合作之际，《长江日报》 推
出城市特刊 《潮涌长江 共创未来》，用
17 个整版，全方位展现武汉区域魅力。
可以说，这份特刊既是一次城市整体的
形象推介，又是一份供客商伴手的“招商
指南”。

多维立体呈现各区魅力

“从两江交汇处出发，我们展示英雄城
市的奋进步伐，我们推介活力之城的青春
魄力，我们期待共饮一江水的未来新格
局。”特刊开宗明义，而后紧扣武汉各区域
特色，从区域形象、重点产业、功能载
体、政策服务等方面，详细推介武汉的实
力功能区、活力主城区和魅力新城区，主
题鲜明。

例如，在推介武汉高新区时，文中介
绍，“东湖高新区，又称‘中国光谷’……
从‘一束光’到‘一座城’，向光生长、追
光前行，沿着光电子信息产业一条主线做大
做强，30 多年持续发力。”并从“自主创
新，构筑科创高地”“独树一帜，打造光电
子世界级产业集群”“建设武汉新城，共赴
世界光谷”等角度深入介绍该区“聚世界
光 为天下谷”的特色。

此外，特刊还介绍了武汉其他区的特
点，以一区一版的形式呈现，均抓住了各
区的重点产业或核心竞争力展开。经开区
围绕“奋力打造车谷产业创新大走廊”，
已成为全球汽车产业最密集的区域之一；
江汉区在现代金融、商贸物流、商务服务
三大主导产业争相竞彩的同时，锚定数字
经济“新赛道”，推动城区转型、产业升
级；武汉洪山区作为与北京海淀区、上海
杨浦区齐名的“大学之城”，奋力建设高品
质“大学之城”和高质量创新发展核心动
力区。

特刊还注重突出各区的服务功能。如硚
口区在文末附有招商云地图和企业服务直通
车的二维码，手机扫码即可获取相关资讯；
蔡甸区辟出“好环境留商 好政策招商”版
块，展示《武汉中德国际产业园招商引资奖
励办法》《蔡甸区支持先进制造业企业集聚
发展奖励办法》等节选内容；武昌区以手绘
图的形式展示“一岸T轴一谷”发展格局，
醒目直观。

值得一提的是，《长江日报》当天还推
出了“武汉市党政代表团赴长三角考察学习
深化合作”系列新闻报道。主文《同饮一江
水 共建新格局——上海武汉的新时代之
约》以上海人朱奕丞在武汉安家置业的故事
开篇，通过“汉口路”“上海邨”相依相
融、沪上企业家向“中”看、1+1＞2的新
链接等三部分，讲述沪汉深化合作、共赴新
时代之约的美好征程。该系列报道与《潮涌
长江 共创未来》特刊相呼应，多维立体呈
现出武汉的魅力。

版式设计富有江南特色

一水相连，情意绵长。《长江日报》此
次推出的《潮涌长江 共创未来》特刊，在
设计上也颇为新颖，用富有江南特色的版
式，将“沪汉深化合作”这一主题烘托得更
为出彩。

长三角一带文化偏重宋韵风格，既有长
江之大气磅礴，又有江南之地的诗情画意。
基于此，特刊没有使用传统的红黄主色调等
较为隆重、厚重的风格，改为“天青色”

“瓷器蓝”的淡雅之风，色调清新活泼，给
人轻快之感。

封面版用写意的长江手绘图贯穿整个版
面，并巧妙地将黄鹤楼、编钟、长江大桥等
融入其中，体现出湖北地域特色。国潮风的
群山流云、绿树花丛，以及江豚、春笋等元
素，营造绿水青山、生机勃勃的氛围。光谷

“马蹄莲”大楼、5G示意图、高铁、高楼大
厦等形象，则充分展现了武汉这座英雄之城
发展的日新月异。

内页版式设计较为大气，引言竖排，均置
于页面顶部，复古又新潮；引言右侧是各区名
称，经传统中国的框线进行处理，既突出信
息，又和谐融入版面。正文统一以“2000 字
左右的文字+一张通栏大图+三至四张实景
图片”的形式呈现，同时配以图示、数读等，充
分展现各区域的实力，让读者在轻松的氛围
中乐于“翻阅”武汉。

为了进一步提升作品的影响力，6月19
日，《长江日报》 官方微信号还同步推出

《同饮一江水 共建新格局——上海武汉的
新时代之约》以及《潮涌长江 共创未来》
特刊的电子书，与报纸版面相呼应，方便读
者在移动端阅读。广大网友纷纷点赞，并评
价道：“长三角到中三角，一衣带水，相辅
相成，区域协同更高质量发展”“特刊底蕴
深厚，值得收藏”。

《长江日报》策划城市特
刊《潮涌长江 共创未来》

宣介大武汉
吸引新客商
□本报记者 汤广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