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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策一评

日前，《南方都市报》、N 视频策
划推出的 《湾区的味道》 融媒体系列
产品在全网上线。这部由直播、H5组
成的融媒体系列产品，生动展现了粤
港澳大湾区的美食地图，用主播探
店、街头采访的形式呈现了湾区城市
的烟火味道。《湾区的味道》聚焦平民
美食，整体结构是由多个故事单元串
联起来的，直播现场通过主播亲身体
验、街头采访组合形成叙事主线，H5
利用手绘风格的美食地图将直播中的
情节紧密衔接起来，这种融媒体的叙
事手法既能呈现平凡的城市烟火气
息，又能让用户身临其境，形成对美
食记忆的回味共鸣。

展现广府饮食文化

《湾区的味道》不是简单呈现吃播
博主的美食推荐，而是在美食的背后展
现深厚的广府饮食文化底蕴。出镜记者
在直播中生动介绍了广州悠久的美食文
化，“叹早茶”“吃夜宵”在市民和游客
心中早已是广州饮食文化的代表，而

“大排档”也已成为广州夜宵文化中最
鲜明的饮食符号。

为了展现“食在广州”名不虚传，
出镜记者将街头采访与调查问卷的形式
相结合，利用翔实的数据证明“食在广
州”的要义，用市民的体会证明广州
饮食文化的博大精深、丰富多彩。“广
州夜宵外卖订单数位居全国第二”“广
州夜间开放餐厅比例居全国第二”这
些定论在这部融媒体系列产品中，不
是空洞的数据堆砌，而是利用大街小
巷的现场采访，挖掘最地道的本地美
食，以店家和食客的对比映衬，带领
屏幕前的用户一同领略蕴藏在美食里
的岭南文化。

在《湾区的味道》的H5中，一幅
美食地图罗列出广州 11 个行政区的代
表美食和代表店家，图文并茂地呈现了
推荐店家的看家绝技。H5用点评的方
式，三言两语概括出推荐店家的特色。
这幅美食地图同时还在《南方都市报》
的头版呈现，用户通过扫描二维码跳
转到H5中，纸质媒介成为参与互动的
入口。

《湾区的味道》以平等的态度、微

观的叙事视角揭开城市的味道，讲述广
府饮食文化的底蕴。这部融媒体系列产
品的不同之处在于，品尝美食得到的不
仅仅是味道的享受，更多时候是味道带
来的记忆，每尝一口美食都是一次精彩
的回忆，对于本地人而言，熟悉的“湾
区味道”也寄托着他们的老广情怀，担
当着文化承载的重要角色。

挖掘美食背后故事

《湾区的味道》第一季《今晚食咩
嘢》 由 4 位 N 视频主播组成美食探寻
官，一同前往广州的北京路、西华路两
条美食街区，探寻街坊最喜爱的夜宵品
类。主播美食探寻官挑选在广州各地
极具代表性的夜宵摊、大排档、特色
美食街进行体验“打卡”，探寻最具广
府气质的夜宵美食，挖掘美食与人物
之间的故事，寻访美食制作的匠人之

心，让屏幕前的用户体会到最纯正的湾
区美食文化。

与众多美食纪录节目不同，烹调技
艺让位于市井街巷的人情冷暖，《湾区
的味道》 核心内容是挖掘美食记忆背
后的故事。荔湾区的“旺记烧腊”展
现了这家经营 40 多年的烧腊老字号，
从附近街坊的口中还原出地地道道的
广州味道；越秀区的“鸡佬荣鸡煲”
展现了街边的一家鸡煲店热气腾腾的
烟火气和食客在街边小店的暖心故
事；海珠区的“潮尚砂锅粥”，聚焦家
庭作坊式经营，记录了老板、老板娘
的热情好客……

“鸡有鸡味，鱼有鱼味”，原汁原味
的追求是广东人对美食最集中的概括。

《湾区的味道》融媒体系列产品因食成
题、从食出发，依据食物所包裹的内涵
汇聚成影像叙事的结构，在介绍美食的
同时，以真人、真事、真情为主线，通

过“短平快”的展现形式，表现出广府
饮食文化的人生境界。

“直接烤熟，锁住原味，湛江炭烧
生蚝应运而生。”4 位美食探寻官多是
新广州人，他们将自己的理解与广东
传统美食熔于一炉，通过问卷的街头
采访，从食客的话语中烘托出美食记
忆与故事。如在一番街头采访之后，4
名主播抵达星苑饭店对结果进行交
流，大家发现，广东人可以把充满广
东味儿的肠粉融入夜宵生活，也可以
把充满烟火气的烧烤融入广东人的舌
尖追求。

体验美食“打卡”乐趣

《湾区的味道》融媒体系列产品无
论是在选题策划阶段，还是在内容制作
阶段，都做到了“叙事小切口、主题深
挖掘”，让用户在屏幕前浏览美食的同
时，有着极强的代入感和参与感。直播
内容的生产者和观看者在 《湾区的味
道》 这个题目下，都会面对自何处入
微、如何以小见大的结构性问题，出
镜记者和摄像把握好了场景的选取、
连接、融通和表达，与街头采访的市
民一起体验美食“打卡”的乐趣，并把
这种乐趣用代入式的体验感传递给屏幕
前的受众。

在《湾区的味道》直播节目中，4
名美食探寻官兵分两路现场调研，在广
州的北京路、西华路各发出 30 份问
卷，问卷内容充分考虑到广东美食特点
及口味偏好，结合街头采访市民的生活
经验和感官意见，用浅白、凝练的口语
将店家绝活传达给用户。

从街头“大排档”到“外卖”，
《湾区的味道》也呈现了广州年轻人夜
宵形式的变迁。夜宵渐渐离开了传统

“大排档”上的“餐桌乐”，迎来了被
骑手们送往居民区、写字楼的一份份
年轻人的“外卖乐”，年轻人这种生活
方式催生出了一种新的“夜宅经济”。

《湾区的味道》主创团队在镜头中记录
下夜宵外卖凭借其方便、快捷、种类
繁多等特点，极大满足年轻人夜生活
需求的同时，也展现了美食的变 （变
的是消费形式） 与不变 （不变的是舌
尖味道）。

《湾区的味道》融媒体系列产品

探寻美食足迹 展现文化承载
□本报记者 徐平

8月15日是我国首个全国生态日。
作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发源
地，浙江以首个全国生态日为起点，
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多年来，浙
江的生态保护发展取得了优异的成
绩。日前，浙江日报报业集团潮新闻
客户端推出 《余村十八年》 融媒长
图，回望余村走过的路，透析这里的生
态文明发展之路。

真实故事为底色
讲好深刻主题

大的主题背景下，如何从讲故事
到 讲 “ 好 故 事 ” 再 到 “ 讲 好 ” 故
事？如何以喜闻乐见的方式将重大
主题更好传递？这就需要媒体拥有
讲故事、讲“好故事”、“讲好”故
事的本领。

从写事到讲故事，讲故事是手
段，目的是由事及理，通过讲故事生
动阐述故事承载的理。具体、动感、
简洁、连贯是讲好故事的基础。《余村
十八年》 融媒长图不忘结合大政方
针，将故事飞入寻常百姓家。融媒长
图以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
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
意见》 正式发布为背景，从 5 个村、
16个村到24个村，将余村一路以来发
展壮大的过程贯穿其中。

《余村十八年》融媒长图从“山茫
茫前路何处寻”“一席话顿使天地宽”

“日日行，骐骥终一跃”等几个角度分
别讲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创富
好时节，余村人靠挖山开矿从贫困村变
成富裕村和新时代新要求下余村重新起
步的故事。

例如，融媒长图中显示，2020 年
夏日的一个夜晚，村委二楼会议室，一
场“风暴”即将来临。会后，汪玉成带

着村干部，挨家挨户上门请村民签字，
一刻也不耽搁……这样具体、动感、简
洁、连贯的故事化讲述，更吸引受众，
引起共鸣。

小清新手绘风格
兼顾色彩美学

《余村十八年》融媒长图在风格的
打造上，以清新自然为主，淡雅的手
绘，展现出余村18年来的变迁历程。

在颜色设计上，融媒长图的颜色与
文字内容一直高度契合，体现出交融
的一体性。融媒长图主要以灰色和绿
色作为对比色彩，更加突出余村前后
的变化。例如，在展现余村漫天烟
雾，竹林枯黄等内容时，融媒长图变
成灰色基调。黑色的土壤、灰色的河
流、灰色的树桩和山石，甚至连远处
的树和灌木都变成了灰蒙蒙的感觉，
压抑、萧条的感受不言而喻。在关矿
停厂到逆城市化的过程中，长图的背
景颜色便由矿山的蓝灰色系逐渐过渡
为更有生机朝气的暖黄色、浅绿色，
足见其用心之处。

而在余村重获绿水青山后，五彩的
梦想一个个绽放，缤纷的业态一个个落
地……在展现这些成绩时，融媒长图以
民宿、咖啡馆等具象的内容加以呈现，
在整体暖绿色的基调上，加入了鲜花、
暖阳、竹林等元素，体现生机勃勃的新
乡村。

除了清新淡雅的画风外，在色彩的
搭配上，融媒长图以浅绿色、淡蓝色、
淡黄色等为主色调，体现出设计者对色
彩美学的精通，特别是其中多次出现的
手绘地图。为了更直观、清晰地呈现余
村的地貌特色和“绿水青山”的特征，
融媒长图在展现“一件改变余村发展格
局的大事，正在酝酿”这部分内容时，

为展现上一任村党支部书记任职期间曾
确定要在村口建游客中心这一事情，融
媒长图展示了山河村、银坑村、井村、
横路村的森博园、九龙峡、青来集人才
社区等几处设施，在地图上被描绘得惟
妙惟肖。

巧用数字支撑
加强生态元素刻画

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如何将枯燥
的数据出彩地体现在报道上？对此，

《余村十八年》 融媒长图巧借视觉冲
突，将一连串冰冷的数据具象化。

“在浙江1.9万多个村中，余村是最
普通的一 员 。 一 个 最 直 观 的 数 据 ，
2004 年，村集体经济收入从 300 万元
直线下滑至20万元。2008年安吉吹响

‘中国美丽乡村’建设号角。到 2016
那 年 ， 余 村 成 功 创 建 国 家 3A 级 景
区，客流突破 30 万人次，村集体经济
收入从 2005 年的 91 万元增长到 380 万
元。村民人均收入从 2005 年的 8732
元增长到 35895 元。”在 《余村十八
年》 融媒长图中，不少数据的出现以
钱袋、档案袋、长箭头的形式展现，
直观、具体、生动地将枯燥的数据具
象化。

《余村十八年》融媒长图在呈现形
式上，将长图贯穿始终，其中的互动设
计和视频配乐的互相配合，让受众的体
验过程更加轻松，更具有连贯性。

融媒长图显示：“安吉离上海、苏
州和杭州，都只有一两个小时的车程。
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逆城市化现象
就会更加明显，一定要抓好度假旅游这
件事。”以此为背景，2005年，潘春林
开出了余村第一家农家乐——春林山
庄。在这以后，绿水青山回来了，人来
人往多了，金山银山也有眉目了。在
此处，融媒长图以竹林、青山、杏
树、清江、小舟等元素加强刻画，用
画面语言进一步印证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理念。

一个好的新媒体作品往往需要记
者和编辑的通力合作。有了好的故事
内容，才能为文字内容转化为图片、
H5等新媒体形式作铺垫。如果只有丰
富的图片、视频、音频，没有一个完整
的采访主题、故事线和高水平的叙事内
容，同样不足以成为优秀的新媒体产
品。《余村十八年》融媒长图之所以能
够成功“出圈”，离不开编辑记者的密
切配合。

《余村十八年》融媒长图

手绘“金山银山” 讲好生态故事
□本报记者 李美霖

在中国古代建筑中，桥梁是一个重要的
组成部分。几千年来，勤劳智慧的中国人走
过一座座山，跨过一条条河，修建了数以万
计奇巧壮丽的桥梁。这些桥梁横跨在山水之
间，便利了交通，装点了河山，成为中国古
代文明的标志之一。可以说，一座古桥就是
一个故事，一座古桥就是一方文化。作为历
史的见证，多彩贵州网以此为切入点，推出

《贵州古桥记》音频纪录片，带领广大受众
一起找寻贵州境域内那些如长虹卧波一般各
式各样的桥，见证贵州的沧桑巨变。

古桥的前世今生

作为见证变化、承载文化、讲述故事的
内容，《贵州古桥记》通过探寻中国古人的
优秀智慧，呈现出贵州发展的日新月异，彰
显出中华文明的璀璨历程和独特魅力。

在《贵州古桥记》的开篇之作《贵州古
桥记·南关桥》中，多彩贵州网讲述：“桥号
南关貌不群，天河迢递永流金。《毕节县
志》曾这样记述南关桥，南关桥为两孔石拱
桥，孔径6.5米、高4.1米、宽28.5余米、长
23米。古桥两侧建有茶馆、酒店、商铺10
余家，乃县城繁华地段。毕节县人民政府于
1957至1974年两次拆修，建成石墩钢筋水
泥桥。据考证，南关桥属毕节城区闹市中心
的重要桥梁。它始建于清雍正年间，民国时
期及以前，桥两侧建有房舍，既可居住，又
可营业，故有‘过桥不见桥’的说法。”

寥寥数语，不仅讲述出古桥的前世今
生，而且描绘出形成“过桥不见桥”独特奇
观的原因。同时，多彩贵州网还在《贵州古
桥记》音频纪录片中配以古桥今貌，让受众
可以直观看到老桥新样，感受到中华文明的
超高智慧与质量。

再比如，在《贵州古桥记·丰乐桥》中，多彩
贵州网在呈现这座老桥悠久历史和固有形态
的同时，重点讲述了它的“特有记忆”——迎
接红军进遵义的桥。“丰乐桥位于遵义市红花
岗区海尔大道北端……1935 年 1 月 9 日，遵
义人民燃放鞭炮，直奔丰乐桥‘接官厅’前，迎
接红军进驻遵义。毛泽东、朱德等在震天动地
的欢呼声中踏上丰乐桥，与涌上前来的群众
握手致意，并肩走过石桥。1966 年为纪念遵
义会议召开31周年，经遵义市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决定易名为‘迎红桥’。”这样的内
容呈现，表现出丰乐桥独特的红色记忆和红
色历史。

古桥的时代魅力

好的想法需要有好的呈现方式。可以看
到，多彩贵州网在《贵州古桥记》音频纪录片
中，主要通过镜头和声音去触摸历史与时代
留下的珍贵记忆，这样的方式也迎合了时下
碎片化的阅读方式，具有鲜明的新媒体特性。

此外，《贵州古桥记》音频纪录片在细
节的刻画上也十分细致。例如，在《贵州古
桥记·三朝桥》 中，多彩贵州网这样描述：
“‘三朝桥’位于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黄
平县重安镇老城区1千米处的江畔之上，建
于不同历史时期的铁索桥、钢梁桥、曲拱桥
横卧江面，陈述着三段不同的历史，反映不
同时代的建造水准。是目前已知国内外仅有
且至今保存完好的，在同一地点分别建有3
个不同历史时期桥梁的人文景观。”

《贵州古桥记》通过史料的详细记载以及
全面的细节描述，不仅很好地展现出同一地点
分别建有3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桥梁，这一国内
外仅有且至今保存完好的人文景观，而且反映
出贵州的沧桑巨变和时代发展的大主题。

同时，悠扬而富有节奏感的背景音乐，
也为整部《贵州古桥记》音频纪录片作出了
很好的铺垫，使其更有触动力和感染力，但
点击页面中“点击听音频”的设置后，播报
内容相对迟缓的反应速度，也让《贵州古桥
记》在可圈可点中略显遗憾。

《贵州古桥记》音频纪录片

贵州的沧桑巨变
从古桥说起
□本报记者 张博

■良策剖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