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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策一评

2023 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10 周年，也是第三届中非经贸博览会
举办之年。10 年间，共建“一带一
路”已从一颗梦想的种子，成长为枝繁
叶茂的大树。10 年来，中非经贸合作
收获了累累硕果。

近日，湖南日报社连续推出的《出
海记·走进非洲》大型融媒体报道，以
讲述湖南打造内陆地区改革开放高地行
动的故事，展示了中非合作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努力。

聚焦中非合作中的湖南贡献

跨越山海，万里奔赴。为做好《出
海记·走进非洲》大型融媒体报道，湖
南日报社 12 名记者首次踏访非洲热
土，触摸新丝路的脉动。从东非草原到
西非海岸，从南非高原到北非大漠，湖
南日报社记者走进肯尼亚、马达加斯
加、埃及、贝宁、南非、莱索托6个国
家，用笔尖和镜头记录在“一带一路”
倡议框架下，这片古老大陆正焕发勃勃
生机的态势，呈现那些绚烂的风光、发
光的面孔、动人的故事。

从浏阳河到尼罗河，2023 年 4 月，
湖南日报社首次组织融媒体报道团队走
进非洲，与当地媒体交流互动，共同讲
述非洲热土上的中非合作故事：在马达
加斯加，来自湖南的杂交水稻专家的坚
守，给这片土地带来了粮食自给的希
望；在埃及，“非洲第一高楼”在中国
建设者的努力下，于撒哈拉沙漠中拔地
而起；在肯尼亚，湖南小伙勇攀“非洲
电商高峰”，为中非商品搭建“云端丝
路”；在几内亚湾畔，中国基建力量逢
山开路、遇水架桥，为贝宁首都科特努
带去路平道净、水清河畅的新风貌；在

“高山王国”莱索托，从麦特隆大坝到
高地大坝，中国筑坝人又一次书写传
奇；从东非草原到西非海岸，从南非高
原到北非大漠，中国工程机械的强劲动
力，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注入源源不断的力量。
湖南日报社充分发挥媒体融合的

优势和成果，从 2023 年年初就开始筹
划奔赴非洲的采访，报道团队紧扣湖
南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特别是
中非合作的生动实践，以杂交水稻、
中国基建、湖南工程机械、丝路电商
等湖南元素为切入点，充分报道湖南
人和湖南企业在非洲拼搏奋斗、充分
展示了中非合作中的湖南实践、湖南
作为、湖南贡献。

细节人物最能打动人心

不再是远远地打量非洲，不再是从
别人的讲述中了解非洲，这次湖南日报
社记者大胆走出去，深入非洲大地实地
采访。

在大西洋的沙滩边，记者们记录了
一场湖南建设者和贝宁员工的友谊足球
赛；在东非岛国马达加斯加，记者们拍
下了当地人民稻谷满仓时的喜悦；在肯

尼亚首都内罗毕，记者们跟随快递小哥
走街串巷，感受互联网为人们生活带来
的惊喜变化。站在非洲的土地上，记者
们克服了种种困难，对这块大陆有了更
深切的认识。采访报道组深入采访中
国企业、非洲民众以及非洲政要等，
讲述湖南建设项目为非洲基础设施改
善、粮食安全、民生福利等带来的改
变，展现当地政府和民众对中非合作
交流的认同，凸显中非合作互利双赢的
良好效果。

无论是整版报道还是短视频，抑
或是与之匹配的 H5 等新媒体产品，

《出海记·走进非洲》 大型融媒体报道
在细节捕捉和呈现方面，可以说是非
常用心，让受众既感受到特有的地理
环境与人文风物，又感受到民心相通
的深厚友谊。更重要的是，整个系列
报道中既有赵天安这样一家两代三人
援非的典型人物，又有记者手记这样
生动的短文，还有 《记者在非洲》 系
列短视频，让受众有了更多的视角观

察、理解非洲，看到这片大陆上欣欣
向荣的气象。

如果说《出海记·走进非洲》大型
融媒体报道立体呈现了中国与非洲携手
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书写人类文明史
上新的辉煌篇章，那么这个系列报道中
的每一篇文章、每一条短视频都是从不
同角度折射中非友谊的一抹“剪影”，
也是湖南日报社记者用媒体融合之笔勾
勒出的一朵“小花”，迸发了媒体创新
的力量。

全媒体思路呈现中非发展

《出海记·走进非洲》 大型融媒体
报道是对媒体深度融合的一次检阅。
可以看出，《出海记·走进非洲》 大型
融媒体报道在策划、组织、实施、呈
现、传播等全流程，坚持全媒体思
维，主打视频和新媒体产品。在报道
中，制作团队灵活运用三维动画、可
视化数据、原声、音效等手段，推出
一系列优质新媒体产品，并从“读”

“看”“听”三方面，推出整版图文报
道，中视频、短视频、H5、手绘长
卷、海报等系列新媒体产品，为受众
带来沉浸式体验。

湖南日报社还与省内外主流媒体沟
通对接，积极争取产品传播，扩大影响
力。人民日报社客户端、新华社、央视
新闻客户端以及北京、上海、天津、江
苏、浙江等省（区、市）和香港特别行
政区超 30 家主流媒体新媒体平台全程
转发这一组报道，全网阅读量超过 10
亿次。

其中，《可靠的朋友，真诚的伙伴》等
视频已经翻译成英语在海外社交平台推
送，其他产品也正在加快组织翻译。

中非经贸博览会开幕当天，多个会
场现场展播这组系列报道的视频，为深
化中非经贸合作、打造地方对非合作桥
头堡、讲好新时代湖南故事营造了浓厚
舆论氛围。

湖南日报社《出海记·走进非洲》大型融媒体报道

从“观望式”报道到“沉浸式”报道
□本报记者 韩萌萌

2020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
发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
对于封关运作体系的搭建给出明确要
求，提出“2025 年前适时启动全岛封
关运作”。眼下，海南正锚定2025年年
底前实现全岛封关运作的目标任务，积
极担当作为。为了让用户更直观地了解
什么是封关运作、封关运作意味着什
么、有哪些特殊政策，海南日报新媒体
中心、海南省融媒体中心、海南广电国
际传播融媒体中心联合推出《封关运作
我来说》系列短视频。

一期一答
权威解读用户关心问题

什么是“新增境外直接投资所得免
征企业所得税政策”？什么是经海洋浦
港中转离境的货物试行启运港退税政
策？什么是海南封关运作“一线放开、
二线管住”？

加紧建设的海南全岛封关运作项
目，似乎一直蒙着一层神秘的“面
纱”，大众对此有许多疑问。《封关运作
我来说》系列短视频的核心便是抓住这
一切口，进行答疑解惑，对相关政策进
行权威解读。

《封关运作我来说》系列短视频共
推出 29 期，一期聚焦一个问题，每期
时长大约3分钟，主要以主播出镜的形
式拍摄，结合视频名称可以看出是突出

“我”来说。视频回答了29个关于海南
全岛封关运作的政策问题，每个视频没
有过多花哨、复杂的剪辑后期，仅仅突
出主播个人及字幕，观看体验获取信息
直接，就像是主播与用户面对面答疑，
拉近主播、记者与用户的距离感。

短视频在解释封关运作的基本概念
上深入浅出，以生活化的方式向用户解
释了封关运作的含义和实际应用。如第
一期重点关注自用生产设备“零关税政
策”，主播先是告诉受众《海南自由贸
易港建设总体方案》中与零关税相关内
容有哪些，后对方案中的细节进行拆

解，并突出告知与过往政策中的变化，
回答层层递进、有依有据，增强权威
性。最后视频延伸个人、企业在政策作
用下未来可能遇到的实际状况，以及需
要如何应对，与生活场景结合进一步提
高了用户对政策的感知，这样的介绍方
式既系统又具体，使受众能够全面了解
封关运作的政策体系。

精简提炼
数图结合轻松读懂自贸港

《封关运作我来说》系列短视频涵
盖内容丰富，干货十足，总结其最大特
点是言简意赅，概括性强。部分视频还
穿插了数据及图文，让受众轻松读懂政
策制定的背后逻辑。

在第二期短视频《海南自贸港个人
所得税优惠政策是什么？》中，除主播
出镜讲解，视频剪辑上还用了点小心思
增强用户互动性。这期视频开头先是弹
出了一个微信对话框，模拟在一个名为

“欢聚自贸港”的微信群中，群友正在

讨论自贸港相关政策。
“我朋友听说海南的个税政策优惠

蛮大的。”
“@自贸君”“赶快出来说说这个政

策的具体内容呗？”
随后“自贸君”甩出了由海南广电

国际传播融媒体中心记者录制的短视频
解读，视频依旧是主播从《海南自由贸
易港建设总体方案》中精简提炼要点。
不同的是，本期视频在应用解读上换了
一个讲述人，邀请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
税务局个人所得税处科员解释，让专业
人解答专业事，增强内容权威性的同
时，也增强了短视频的专业性。

第十二期《海南自由贸易港企业所
得税优惠政策是什么？》采取了与第二
期相同的剪辑方式，邀请国家税务总局
海南省税务局企业所得税处工作人员解
读。两个视频涉及内容相似，剪辑手法
一样，以邀请不同嘉宾帮助用户加深对
视频的印象。

除此之外，部分短视频还通过提炼
标题、增加数据、图片等方式让视频更

加丰富。从视频的内容、解读和视觉效
果来看，《封关运作我来说》系列短视
频内容紧扣主题、解读语言准确流畅、
视觉效果鲜明，通过图像、动画和实物
展示等手法，成功地将复杂的封关运作
知识以直观、易懂的形式呈现给用户，
使用户能够深入浅出地理解并感受到封
关运作的实质和意义。

全网传播
政务宣传辐射更大范围

距离 2025 年海南全岛封关还有两
年的时间，现在进行这一政策报道传播
会不会太早？该系列短视频自6月13日
起，陆续在各大平台播放，截至目前，
全网播放量已超千万次。《封关运作我
来说》系列短视频传播成效显著，是传
媒如何利用好新媒体做好政务宣传的好
例子，切实做到让政策宣传深入人心。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
展，短视频成为人们获取信息、娱乐、
社交等多种需求的重要渠道。在这个背
景下，海南日报社选择用短视频进行政
务宣传，也为政府提供了一个传达政
策、与受众互动的平台，各单位可以通
过该平台解读政策，解答群众疑问，增
强与群众的互动和信任。

《封关运作我来说》系列短视频内
容简洁，以竖屏形式录制，适合在移动
设备上进行观看，进一步扩大了受众的
范围。系列短视频传播覆盖面广，在抖
音、快手、微信、微博等平台上均能观
看，“主播再多说点”“了解这个政策
后，我也想去海南创业了”“海南的政
策是越来越好啦”……翻看各平台留
言，可以看到受众反馈热烈。

总的来说，《封关运作我来说》系
列短视频是一次优秀的封关运作知识普
及视频的尝试。它以生动直观的形式、
深入浅出的内容和高度的互动性为观众
提供了全面、深入的封关运作知识普及
和政策介绍，对于提高公众对封关运作
的理解和认知具有积极作用。

海南日报社《封关运作我来说》系列短视频

丰富解读形式 宣传深入人心
□本报记者 张福财

近期，北京市海淀区融媒体中心推出的
文物保护科普类栏目《镇“淀”之宝》，利
用“场景+体验+讲述+创意+传播”的方
式，助力北京海淀三山五园国家文物保护利
用示范区创建，讲好三山五园故事，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切实展示了三山五园
地区新时代变迁成就。

《镇“淀”之宝》将三山五园的美景和
珍贵的文博展品生动地结合起来，通过视频
方式将三山五园地区的“古都文化”和“红
色文化”生动再现。同时，栏目从记者视角
出发，带动全媒体观众体验三山五园新时代
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魅力。

记者引路 立意鲜明

衡量一档栏目是否优秀，是否能广为传
播，离不开对其立意是否高远、主题是否鲜
明的考量。在《镇“淀”之宝》栏目中，观
众可沉浸式游览圆明园、正觉寺、清华大学
艺术博物馆、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中华世
纪坛艺术馆等8处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博物
馆，感受文物的魅力、历史的温度和文化的
力量。

在栏目主题选取和制作上，海淀区融媒
体中心从三山五园宝库中挖掘典型，并定
位为大型文物保护科普类栏目，通过影像
表达把三山五园的美景和珍贵的文博展品
生动地结合起来，让观众在观看和互动中，
可以足不出户就能浸入式游玩三山五园博物
馆群。

值得一提的是，栏目中记者这一角色的
设计与应用也并非多余。

“‘景昃鸣禽集，水木湛清华。’这句
出自东晋名士谢混的《游西池》的诗是当今
清华大学名字的由来。现在清华园工字厅后
面的匾额上还题着‘水木清华’四字。本期

《镇“淀”之宝》来到了清华大学。这次我
们的目的跟以往不同，除了浓厚的学术氛
围，还要寻找这座大学里历史文化的气
息。”节目中不少此类的记者出镜陈述，在
介绍节目背景的同时，也巧妙地将视频镜头
加以串联。同时，记者扎实的专业素养，使
得他们在面对镜头时更加游刃有余，为受众
提供了更丰富的背景内容。

纪实性强 体验多元

为讲好三山五园故事，《镇“淀”之宝》栏
目创新性采用了“场景+体验+讲述+创意+
传播”的方式，深挖文化遗存故事，创新全媒
体表达，并在包装设计上体现出符合年轻人
口味的国潮风尚，使栏目在具备文物知识积
累的同时成为科普性的跨平台内容产品。

不难发现，《镇“淀”之宝》栏目并没
有加过多的修饰，而是选择大量的细节，
细致详尽地展现文物及其背后的故事。在
表现圆明园、正觉寺、清华大学艺术博物
馆时，不是单纯地从事件出发，只表现文
物本身，而是更加细致、生动地刻画文物背
后的故事，从而在表现手法上更加丰富、立
体、多元。

特别是在第一期 《圆明园遗址公园》
中，通过不同景别的切换和对采访对象的深
入挖掘，将琉璃瓦构件的修复等细节加以生
动刻画。同时借助新技术，将“大水法罗马
式的立柱、巴洛克式的拱门及五彩斑斓的琉
璃瓦”等圆明园过去的辉煌加以再现。

内容互联 叙事丰满

《镇“淀”之宝》栏目共8期，每期15
分钟。栏目不仅能够满足多端播出，还特意
设置了交互问题，让网友可以在栏目中进行
实时互动，在观看中学到三山五园的知识，
在观看中深度参与，沉浸式体验游戏，从而
让三山五园“活”起来。

此外，《中华世纪坛艺术馆——化身时
间旅人 感悟中华经典》《北京石刻艺术博
物馆——寻访石刻文化 追溯“初心”传
承》等均由几块内容串联而成，内容相对独
立又相互联系。

由此可见，在叙事结构上，《镇“淀”
之宝》栏目并不是单一线索的线性讲述，而
是通过两条以上内容线索同时展开，构成栏
目的总体框架，部分内容相互联系、相互加
强，在内容对比中不断增强栏目的主题。

北京市海淀区融媒体中心
《镇“淀”之宝》栏目

调动多重感官
体验三山五园新玩法
□本报记者 李美霖

■一栏一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