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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策一评

给冰箱除冰为何会引起爆炸？雨天
开新能源汽车会漏电吗？含阿斯巴甜的
食物还能吃吗……连日来，科技日报客
户端发布的科普短视频颇受广大用户关
注，这些科普短视频既有关注天文气象
等当下热点内容，也有普及百姓日常
生活的常识。这些科普短视频汇聚于
科技日报客户端推出的科普新媒体品
牌“科普一下”专题之中，用碎片化
的传播形式组成系统的科普知识内容，
在新媒体端赢得流量的同时，又彰显出
知识服务产品的内容质量。值得一提的
是，“科普一下”专题在策划实施的过
程中，呈现出知识服务、内容传播、用
户服务三位一体的特征，并在内容生产
中形成科学性、真实性、专业性熔于一
炉的特点。

知识服务聚焦科学性

科普短视频是知识内容传播的一个
大类，但部分平台在提供知识内容的同
时，也因为一些“自媒体”内容生产者
夸大事实，传播了一些“伪科学”“非
科学”产品而受到诟病。科技日报客
户端依托 《科技日报》 的公信力，在
生产这些科普短视频的时候，注重知
识服务的科学性，更好地发挥科普的价
值引领作用。

“科普一下”专题中汇集的科普短
视频，充分利用移动端的独特传播优
势，为广大用户提供知识服务。这些科
普类短视频既解答了广大用户对当下科
技问题的困惑，又满足了广大用户利用
这些短小精悍的知识服务产品解决当下
生活难题的需求，让受众用相对较低的
成本获取知识内容。

《台风“杜苏芮”为何北上制造强
降雨？》详尽地介绍了公众如何做好安
全防护；《夏天喝绿豆汤有什么讲究？》
既说明喝绿豆汤的益处，又告诉大家有
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科普一下”
专题中的知识内容体现了从“知识补
课”转向“价值引领”的理念，这些科

普短视频发挥了价值引领作用和功能。
在新媒体受众视域的后真相时代，

“成见在前，事实在后；情绪在前，客
观在后；话语在前，真相在后；态度在
前，认知在后”往往成为认知传播的特
征。“科普一下”专题的主创团队坚持
以科学性为基础，坚守科学性是科普
短视频的灵魂这一原则，通过知识讲
解+配音模式，创作生产既有吸引力又
富有创意的短视频内容，让知识服务
产品在呈现趣味性的同时，彰显科学
性内核。

内容传播强化真实性

互联网平台降低了大众获取知识的
门槛，但是仍需在传播媒体与大众之间
建构起科普认知的传播场景，才能打破
知识壁垒，清扫内容同质化、伪科学泛
滥的科普内容，促进有效沟通，推动共
识形成，进而提升网民科学文化素养。

“科普一下”专题中的科普短视频
在注重知识服务科学性的同时，还注重
内容选取的真实性，让高质量、高水平
的科普短视频重构知识生产与传播流
程，有效推进了科普传播内容属性、服
务属性和价值属性的全面融合。

《吃小龙虾为何吃出戊型肝炎？》选
取浙江杭州的熊先生请客吃小龙虾后被
确诊戊型肝炎的新闻报道，解放军总医
院第五医学中心肝病医学部肝病科副主
任医师李晨结合案例“现身说法”，教
大家夏季如何养肝护肝。《普通痣会癌
变为黑色素瘤吗？》《异物卡喉，如何用
海姆立克急救法施救？》等一系列短视
频也采取同样的表现手法，以新闻案
例+医生讲解的形式，在真实性的基础
上，凸显科学性原则，以真实性的内容
强化科学精神的本质。

科普短视频之所以能吸引广大受
众，究其原因在于动动手指就能低成本
地获取知识内容。但接受科普知识的渠
道来源庞杂，并非每个人都具备可以区
分事实和观点的能力，因而往往会被一
些观点而非事实“带节奏”。“科普一
下”专题强化了内容传播的真实性原
则，在坚守科学性底线的前提下，生产
制作了既有流量又重质量的科普短视
频，使之实现了承担社会教育责任、创
新公共文化服务的突破。

用户服务凸显专业性

科普短视频的创作主体十分庞大，

但是制作门槛并不高，这导致了鱼龙混
杂的情况，让“非科学”“伪科学”的
知识内容在社群中传播，这些作品不仅
消耗了受众对于科学知识的渴求，还需
要“粉碎谣言”的传播机制进行辟谣。

从内容创作生产的角度来看，“科
普一下”专题中的短视频走的是一条

“新闻报道+知识讲解”的原创内容生
产模式，从提升公众科学素养的角度出
发，来重塑科普短视频的案例真实性、
知识传播力、内容公信力。对于科学内
容的传播来说，“科普一下”专题中短
视频在传播时间短、传播速度快等特点
下，凸显了服务用户的专业性，以更好
地发挥科普的价值引领作用。

“科普一下”专题中短视频广泛涉
猎当下新闻关注的热点话题，通过知识
服务的形式汇集成科技生活领域的系统
性内容，并以专业的用户服务，凝结形
成科技日报客户端的短视频知识社群，
让科学性的知识内容嵌入广大用户的日
常生活。如针对台风带来的灾害，《玻
璃上贴胶带能防台风吗？》通过北京交
通大学物理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陈征
的讲解，让大家在日常生活中运用科学
知识，合理地规避危害。

科技日报客户端不断地深耕专业内
容、开展分众传播、提升品牌效应、汇
聚多元主体，正在成为短视频平台提供
知识服务与实现价值引领的破局之道。

科技日报客户端：

于细微处入手，给用户“科普一下”
□本报记者 徐平

“退休前，一张桌子、一个话筒；
退休后，一支粉笔、一块黑板”“我是
村庄的孩子，全村 822 户村民看着我
长大，我要守护他们的健康”“用脚
步丈量青春，用汗水洗涤心灵”“33
年前、5块钱，萍水相逢，你却给我那
么多”……

从 《“板报奶奶”王爱华：一辈
子、一件事，传播党的“好声音”！》到

《奶奶、妈妈和我：三代人、50年、一
件事！》，从 《一条路，108 里，28
年！》到《33年前的那一缕光，悲欣交
集、光芒万丈！》，宁夏日报客户端以漫
画为主特色，通过“宁夏人物故事

‘绘’”系列报道，展现宁夏人物身上
的时代之光。

小切口入手
报道有新意更有温度

随着媒介形式的不断变化，受众对
于说教式、枯燥式的内容报道早已失去
兴趣，典型事迹的罗列多数只能感动报
道者自己，而这样的新闻，千条万条也
是白条。

而“宁夏人物故事‘绘’”系列报
道则摆脱了典型事迹的罗列报道，让人
眼前一亮。通过高颜值的封面漫画+好
标题为第一切入点吸引受众，让好人、
好事、好声音能传播、易传播，利于受
众入脑、入心。

好看的外表更易于让人去了解有趣
的灵魂。“‘50年来，宣传工作就是我
坚守的事业。’宁夏贺兰县利民社区第
一网格党支部书记王爱华，是一名有
着 43 年党龄的老党员，也是全国优秀
党务工作者，几十年来她的工作地点
从广播站到办公室再到社区广场，一
直用心用情传递党的声音。”“灵武市
郝家桥镇王家嘴村村医和苗的奶奶和
母亲分别从医近50年、20年，在她们
的影响下，和苗成为王家嘴村新一代
年轻的村医。在这个小村庄，一家三代

女村医从青丝到白发，走村入户风雨无
阻，用执着和坚守谱写了一曲乡村医生
的赞歌。”

纵观“宁夏人物故事‘绘’”系列
报道不难发现，如王爱华、和苗这样执
着与坚持做平凡事的普通人不仅是报道
的主角，而且用更多的笔墨讲述出“坚
持将一件小事不断做好就是伟大”中的
细节。

如在《一个家庭、三代女村医，守
护一个村庄半个多世纪！》中，报道写
道：“‘那时候，奶奶忙起来顾不上
我，我就自己找事做。有时候帮忙拿
药，有时候帮着搀扶病人，感觉自己像
个小医生。’和苗笑言，因为长期耳濡
目染，小学时她就认识了不少药品。”
“‘奶奶给我起名字叫和苗，是想让我
成为庄稼地里的一棵苗，永远扎根土
地。’和苗坦言，当处方单上第一次有
她的独立署名时，那种感觉挺奇妙，小
时候的梦真的实现了。”

从百姓的生活场景里、从市民没有
察觉到的变化中入手，在一个个小切
口、小场景的故事细节中，“宁夏人物
故事‘绘’”系列报道让我们看到了宁
夏儿女的果敢和奉献，以及新时代中普
通百姓的作为与担当。

大主题叙事
内容有热度更有高度

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组织群众、
宣传群众、凝聚群众、服务群众不仅是
新闻责任，更是群众的需要。而“宁夏
人物故事‘绘’”系列报道正是通过从
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使得报道在热
气腾腾中不乏高度。

如在《一个家庭、三代女村医，守
护一个村庄半个多世纪！》一文配发的
记者手记中，记者写道：“和金苹、陆
淑君、和苗，从她们身上记者看到了无
数乡村医生的身影。她们与村民距离更

近、接触更多，风雨无阻、随叫随到，
无数这样的乡村医生扎根基层，筑起了
健康中国的基石。”

再比如，《戍边八年，我站立在海
拔 4500 米雪山之巅》 一文通过描写来
自宁夏固原市彭阳县的马国军在雪域高
原上驻守边界的故事，讲述在气候高
寒、地广人稀、平均海拔 4500 米以
上，一年中有8个月处于封山期的世界
屋脊上，有一群人把誓言镌刻在雪山之
巅，用青春和热血诠释着戍边卫国的赤
胆忠诚和一心为民的坚定信仰。

细腻的笔触，真挚的情感，“宁夏
人物故事‘绘’”系列报道也因真情而
更显生动。如“在这里，周围都是海拔
五六千米的高山，昼夜温差大，白天阳
光暴晒，紫外线强烈，夜晚温度骤降到
零下 45 摄氏度左右，每位战士的脸和
手都被晒脱了皮，黑黢黢一片。晚上站
岗巡逻时，里三层外三层的大衣也挡不
住透骨严寒，一次巡逻下来，冻得浑身
僵硬，要好一会才能缓过来。相对于生
理极限的挑战，对马国军来说，更难挨
的是心理的煎熬。‘之前这里信号不
好，我们都是用一台插卡的座机给家里
人打电话，2018年后安装了4G网，可
以用手机打电话、发视频，但逢年过节
我们从不敢给家里人打电话，怕忍不住
会哭起来。’”这样细节的描写，也让
报道更容易唤起受众的情感共鸣。

此外，“宁夏人物故事‘绘’”系
列报道还充分利用了新的传播形态，在
每篇报道中都增加“详情链接”选项
按钮，将短视频、图片等加入其中，
多角度展现出宁夏的好人、好事和好
声音。而这些多重新闻产品和形态的结
合，也让报道内容更加丰满，更好地起
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效果。

可以说，“宁夏人物故事‘绘’”
系列报道不仅脚沾泥土味、笔染朝露
香，而且通过小切口反映大时代，以
小故事讲好大发展，以小宣讲传播大
道理，是个不错的系列报道。

宁夏日报客户端“宁夏人物故事‘绘’”系列报道

脚沾泥土味 笔染朝露香
□本报记者 张博

一棵大树经过祛病修枝，可以焕发出更
旺盛的生命力，结出更丰硕的果实，一座城
市也同样如此。

近年来，城市更新行动已成为推动解决
城市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不断满足人民群众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举措。那
么，在推进城市更新的进程中，会遇到哪些
问题？又取得了哪些成果？形成了哪些模
式？《新民晚报》日前在多平台推出“上海
城市更新报告”系列视频，让“城市更新”
话题又一次引起广泛关注。

聚焦“里子”问题

“上海城市更新报告”系列视频目前推
出愚园路和新场古镇两个篇章。对于这个
系列报道，受众给出最多的评论就是“让
很多人讲述了自己的心里话，也讲出了自
己的真心话”。而事实上，“发现难题，寻
求破解之道”也是本次报道的初衷，因而
报道不惧“里子”问题，视频新闻的表现
更是突出。

在第一篇章愚园路的报道中，观众可以
看到愚园路上岐山村的厕所间革命、老街区
成为新时尚后产生的新矛盾。走过1.0，迈
向 2.0，愚园路的更新之路又面临哪些难
题？在新场古镇的篇章中，观众可以看到古
镇保护修缮之难、古镇开发与原住民生活的
冲突，在申遗的大背景下，古镇未来如何定
位、怎么改造？诸多问题都浮出水面，让观
众看到城市更新进程中那些光鲜亮丽的背后
还有着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

愚园路是上海中心城区 12 个历史风貌
保护区之一，这条路上老洋房星罗棋布，老
弄堂纵横交错。这两年，愚园路正在经历着
日新月异的变化，观众在此之前或许很难想
象，愚园路作为上海城市更新中的范例和模
板，如厕难题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困扰着这里
的居民。没有任何“准备”，小朱服装店店
主朱红光还没放下手中的活计，便进了记者
拍摄的镜头。“最早的时候，到外面有公共
厕所，以后嘛，有地铁，就到地铁里的卫生
间。”“不管好天下雨来，回一趟总归要半小
时左右。”小朱服装店店主朱红光说。

随着记者的镜头，还可看到愚园路
1088弄宏业花园在2022年举办的 《商居管
理弄堂公约》 听证会原始拍摄素材，居民
情绪激烈的上海方言发言，以及社区党总
支书记无奈的话语……这些内容都给观看
视频的人留下深刻印象。但是，正是这些

“畅所欲言”的如实记录，“诗和远方”的
城市情怀和有温度的场景，才吸引观众，
留下感动和喜悦。

体现以人为本理念

摆出难题、困局之后，给出破解之道，
也是“上海城市更新报告”系列视频的特色
之处。同时，系列视频还远不止步于工程意
义上的城市物质更新、环境更新和空间更
新，更注重城市更新和精细化城市治理提升
城市品质的报道，体现以人为本的城市更新
理念。

街区更新发展了，老百姓的生活改善如
何跟上？历史建筑保护与人民生活改善，怎
样才能找到更好的平衡点？在聚焦愚园路的
视频中，受众跟随记者拍摄的镜头，了解到
愚园公共市集的改造，既引领时尚的生活方
式，同时又满足了原生态社区的实际需求，
兼顾保护了原住民生活品质和社区生活的烟
火气，一些消失的大饼油条早餐摊、裁缝
铺、修锁铺又都搬回了居民身边。

城市更新行动还包含另一项任务——加
强古镇保护开发。新场古镇是中国历史文化
名镇，是上海浦东最后一座上海原住民生活
保存最为完好的古镇。在针对新场古镇的视
频中，婉转吟唱的江南评弹把受众带到了

“申遗进行时”的新场古镇。在申遗路上，
新场和许多古镇共有的问题被放大，摆在了
台面上。此外，视频中快板式的铿锵节拍配
音剪辑，更是烘托出了古镇破题的迫切感，
也将视频新闻的优势展现出来。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城市更新报告”
系列视频引发关注的背后，是记者为了一篇
报道月余的蹲点采访之功，以愚园路的采访
为例，全部采访成稿之后有将近10万字的
内容。在传统媒体尝试生产视频化新闻产品
的当下，《新民晚报》 视频平台坚持做内
容，深耕“新闻视频”的做法颇值得点赞。

新民晚报新媒体“上海
城市更新报告”系列视频

探索可持续的
城市更新之路
□本报记者 金鑫

■良策剖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