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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策一评

诗词与远方常常相伴相随，古代的文人
墨客喜欢用脚步丈量土地，用诗词记录祖
国大美河山。在山高水长的齐鲁大地，蕴
藏着风景名胜、秀美风光，也孕育着最富
诗情画意的优秀传统文化。近日，大众网
与海报新闻特别推出“跟着诗词游齐鲁”
专题，带领读者在一首首荡气回肠、浑然天
成的诗词中邂逅诗意山东，感受一份不一样
的文化之美……

一首诗一处景

“跟着诗词游齐鲁”是大众网与海报新
闻客户端共同策划的新媒体一组专题报道，
以长图形式呈现，一张长图即一首诗、一
个山东的美景。专题是文旅融合的应用，
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旅游结合，将诗词与山
东的风景名胜融为一体，为读者带来别样
的视觉体验。

目前，专题已精心挑选了山东的 10 处
著名景点，包括珍珠泉、苏禄国东王墓、马
谷山、黄河三角洲湿地、尼山、大明湖、蓬
莱阁等。这些景点的选择既展现了山东丰富
的文化内涵，也展示了其独特的自然风光。

看文字内容，每一篇报道均以诗词开篇，
如珍珠泉配了一首乾隆的《珍珠泉》，“济南多
名泉，岳阴水所潴。其中孰巨擘，趵突与珍
珠。”既写到济南的温泉总体情况，也写到了
珍珠泉的地位。介绍蓬莱阁时配了一首较为
少见的诗——袁可立的《蓬莱阁怀古》，既表
达了袁可立对自然风光的欣赏，也透露出了
诗人因仕途不顺而感到的心境郁闷，为观赏
蓬莱阁美景增添了更多色彩。

诗词之后，记者对每一处景点展开详细
介绍，包括所在地、规模、游览要点、相关
历史故事、当代风貌等。

因是以长图形式呈现，图上文字内容简
洁易懂，层层递进，阅读时仿佛是在一名解
说员带领下一步一步走进了景区，游览时间
越久对景区的认识就越深入。

一首诗一张图

相比长篇幅的文字讲述，在新媒体传播
中，色彩丰富、细节多样的插画更能引起受
众关注，视觉冲击力更强，内容传递更直
观。“跟着诗词游齐鲁”专题中的长图在风
格的打造上以中式古风插画形式为主，手绘
清新素雅，色彩应用与文字内容高度契合，
用做旧黄铜色为底色，犹如一幅古画徐徐展
开，带着古朴之味。

画卷之上，传统的水墨山水画、青绿山
水、祥云、青松、荷花等元素与古诗、景点
相互映衬，相互交融。每张长图里都有画、
有图，所选照片具有代表性，将诗词与景点
融为一体。这些图片与插画既展示了景点特
色，也通过细腻的色彩和构图，让读者在欣
赏美景的同时，也能感受到山东深厚的文化
底蕴。

近几年，随着大众阅读习惯的改变，“一
图读懂某地”“一图游某地”的新媒体创作形
式越发多样。“跟着诗词游齐鲁”专题将“诗
词+旅游+长图”相结合，又进一步创新。这
一创作手法成功地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旅游相
结合，充分体现视觉效果的冲击力和诗词的
感染力，使读者对山东的认识更加具象化。

同时，这个专题也为山东的旅游业发展
提供了新的思路。将诗词与旅游相结合，能
体现山东旅游的丰富性、创新性，也有利于
推广山东的文化品牌。切实履行文旅融合，
通过在旅游中融入文化元素，可以提升旅游
的品质和吸引力，也能够满足不同游客对于
文化体验的需求。

当然，作为一组新媒体报道，“跟着诗
词游齐鲁”专题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例
如，对于一些非著名景点的描绘可能还不够
深入，对一些非著名诗篇的选择可以进行
一些解读，某一景点有许多的作品，为什
么选择了这篇可以作补充说明，让读者加
深对景点的了解。还有部分景点的图片选
择可能过于单一，缺乏多角度的呈现。但这
些不足不会影响整个专题的整体效果，“跟
着诗词游齐鲁”专题仍然是一组比较优秀的
新媒体产品。

大众网、海报新闻推出
“跟着诗词游齐鲁”专题

一诗一景
邂逅诗意山东
□本报记者 张福财

日前，由云报客户端、草原客户
端、珠峰云客户端、丝路视听客户端、
吉刻新闻、广西云六地省级党媒强强联
手推出的“我在边疆望北京·融媒体联
动报道”第2季正式启动。作为全网重
大主题宣传项目，6个边疆省区主流媒
体再度携手，沿国道219线和331线进
行采访报道，串联起边疆的壮美风光和
岁月生活场景，讲述各族儿女奋力绘就
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边疆新图景，书写
建设美丽中国的动人故事。

强化重大选题策划

从北回归线横贯而过的锦绣山水，
到西南边疆纵横交错的高山峡谷，再到
横断山脉西侧的青藏高原，“我在边疆望
北京”第2季进一步强化了重大选题的
切入口，从最熟悉、最有特点的题材突
破，宣传好新时代的巨大成就，讲好新时
代的边疆故事。

边疆 6 省区不同的地形地势、不同
的河流山川、不同的气候特点、不同的人
文风俗，滋养出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
化。在选题策划上，“我在边疆望北京”
第2季强调了民族文化的和合共融，从
联动空间、联动方式、联动层次等几方
面，强化了重大选题的宣传特色。在联
动空间上，新闻报道以串联起祖国边疆
的国道331线和219线为空间脉络，将镜
头对准自然景观、当地民俗，描绘了一幅
壮丽的山河图景；在联动方式上，以两个
省份主流媒体“为家乡连麦”的互动方
式，通过融媒体中心主播、受访人物的口
述，呈现出家乡的新变化；在联动成果展
示层次上，以 H5 互动式新闻、连麦视
频、互动海报、直播为主要产品类型，以
客户端、网站、抖音、快手、视频号、微博
等为主要发布渠道的整体思路，形成重
大选题宣传报道的多屏共振。

6 家边疆省区主流媒体统一策划、
同步实施、资源叠加、联动展示，实现
了重大选题内容的传播力、影响力的提

升。在整组报道中，以小切口呈现大主
题，不但能够以小见大，生动反映在党
的领导下新时代边疆地区发生的翻天覆
地的变化，还能够发挥新媒体传播优势
充分展开互动联动，形成“万里边疆、
情深共鸣”的传播效果。

讲述基层奋斗故事

从小切口呈现大主题的选题策划思
路出发，“我在边疆望北京”第2季的
内容用小故事折射出大时代，通过讲述
基层的奋斗故事，展现了时代建设征程
的发展历程。

以《葫芦丝与马头琴奏响乡村振兴
曲》这篇报道为例，肖苏文等人从玉溪
等地辞职返乡创业，讲述特色农产品让
当地人自力更生，小县城小村庄渐渐富
裕了起来，从而绘就一幅乡村振兴的新

图景。“我在边疆望北京”第2季在人物
采访、素材组织、稿件构思、标题制作等
方面，遵循了从小切口、普通人入手，将
视角更多聚焦基层实践与普通人的生
活，关注基层民生、贴近基层群众，把笔
头对准普通人、平凡事，用普通人的生活
变化呈现时代的发展。

“我在边疆望北京”第 2 季以普通
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语言风格，生动展现
老百姓的获得感、满足感，提高主题报
道的感染力和共情力。《以赤子之心
捧一把边疆热土》《石榴花开 籽籽同
心》等报道，让受众在轻松的阅读体验
中润物细无声地感受党的十八大以来边
疆地区围绕“乡村振兴”“生态建设”

“守边戍边”“对外开放”“经济转型”
等宏大主题发生的变化，从而更容易使
受众接受宏大主题的阐述。

在追求“网感”“代入感”的内容

消费时代，重大主题联动报道要有较好
网络舆论反响，就应该做到从大处着
眼、小处着手。“我在边疆望北京”第
2季在追求宏观性和思想性的同时，注
重贴近群众、贴近生活，在真实性、可
读性、可信性的基础上，强化了情感上
的共鸣性与共情性。

展现边疆发展图景

从广阔无垠的北疆林海到山川披霞
的丘陵山岭，从碧野千里的辽阔草原到
烟火璀璨的国门边境……“我在边疆望
北京”第2季的联动报道中，6家主流
媒体互相呼应，联动采访，资源共享，
展现了边疆发展的新图景。在《西藏&
云南&广西 为家乡连麦！》 中，西藏
广播电视台融媒体运营中心主播普珍、
云南石林彝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主播魏
溪明、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融媒体中
心主播林莉化身推介官，讲述三省
（区） 各族群众奋力绘就中国式现代化
道路边疆新图景的实践与探索。

6家主流媒体在联动报道中，聚合
各自地域特色与行业资源，变“单打独
斗”为“抱团出击”，成为媒体融合创
新的现实路径。在《卓玛&阿诗玛&刘
三姐 共绘长卷》中，长卷从卓玛、阿
诗玛、刘三姐的民族团结故事说起，进
行一次隔空对话。将民间传说的人物形
象包装成文化 IP，参与跨区域联动的
媒体通过有计划的链接、互动与共享，
开辟了新的价值增长点或增长渠道，真
正实现了“1+1>2”的效果。

“我在边疆望北京”第 2 季作为主
流媒体的跨区联动，让重大主题报道站
位高远、交互性强，以全国视野格局拓展
了各自内容产品的边界，提升了主题报
道的传播效果。通过一行行文字、一段
段视频，主创团队带着全国网友“走遍”
祖国美丽边疆，挖掘出一批生动展现边
疆地区群众新时代生产生活中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提升的感人故事。

“我在边疆望北京·融媒体联动报道”第2季

联动走边疆 共谱协奏曲
□本报记者 徐平

时值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重大国家战略深入实施4周年之际，
2023 世界大河文明论坛日前在河南郑
州举行。河南日报社顶端新闻、河南国
际传播中心联合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
会、省生态环境厅、省林业局、省非遗
保护和智慧化中心推出《黄河守护人》
系列纪录片，掀起新一波对母亲河的关
注热潮。据不完全统计，全网累计传播
量突破800万。

五个人 解锁黄河多侧面

报道显示，为了从人物故事里发现
黄河生动细节，《黄河守护人》系列纪
录片从拍摄到制作，前后跨越半年时间
进行准备。从今年3月敲定选题细化方
案，到4月开始执行，拍摄路径先后辗
转济源、孟津、沁阳、灵宝等城市。5
期视频，5 个角度，分别从护林、水
文、非遗、湿地、植绿等侧面，跟随5
位黄河守护人的足迹感知母亲河。

一把黄河泥唱出千年回响。《黄河
守护人》 系列纪录片第一集 《泥音长
存》聚焦非物质文化遗产黄河泥埙制作
技艺传承人王建与黄河泥打交道的故
事；20 年种树百万棵，第二集 《不负
青山》讲述了一位老党员周文政将自己
的暮年献给大山的故事；解码水沙密
语，第三集《把脉江河》带观众走进小
浪底水文站站长陈志远的生活，读懂万
千“黄河守护人”的奉献与坚守；给
15 万鸟儿看家护院，第四集 《精灵驿
站》得以让观众跟随珍稀鸟儿们，飞到
黄河湿地看一看生态之美；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第五集《金山又绿》为观
众展现了小秦岭生态修复的绿色蝶变。

一把黄土塑造千万个你我。如果说
5位纪录片主人公的故事展现了九曲黄
河的壮丽，那么纪录片对应的每一篇稿
件、每一位创作者都是一滴水珠，折射
出的不只是黄河两岸的风土人情、美丽
景色，更是人们心中对母亲河深沉的爱。

黄河像母亲一样，滋养着一方土
地，是塑造民族品格的源泉。智媒时

代，对于母亲河的报道传播更需要主流
媒体与民间力量共同参与。从纪录片制
作团队来看，河南日报社顶端新闻充分
发挥平台优势，在《黄河守护人》系列
纪录片传播上不仅畅通主流媒体传播渠
道，依托“大河云”融媒体平台形成媒
体矩阵共推，同时调动顶端新闻优质创
作者共同参与，协同配合，建成优势互
补、一呼百应的宣传矩阵，更有效地扩
大传播效果及影响力，共同为母亲河发
声，为河南发声。

画面感 凸显故事细节处

与以往展现黄河的镜头不同，这一
次，顶端新闻不再是从已有素材中剪辑
黄河，不再是只隔着屏幕远远眺望黄
河。他们站在黄河之畔、天地之中，脚
踩黄土地，手捧黄河水，在现场切身体
验，实地探访黄河，听黄河发出自己的
声音。

清晨，沿着河岸线，看黄河湿地孟
津管理中心的郭准在这里观测越冬的珍
稀禽类；夜晚，黄河河道内早已漆黑一
片，河中央却闪烁着点点灯光，水文职
工们正对河水取样保存，记者们记录下
他们的工作场景；登上虎头山，听老党
员周文政为了摸清荒山地形，一连 10
多天独自上山勘察地形和植被的故事；
回到当地的一所农村小学，看到孩子们
坐在台阶上，跟随制埙手艺人王建一起
吹埙，感受孩童纯真与乐器古老的鲜明
冲击。

无论是纪录片的视频呈现还是文字
报道，《黄河守护人》系列纪录片都十
分重视对细节的捕捉。观众得以从细微
处看到黄河的宽广，从不同的人生境地
感受黄河的悠久与绵长。如《黄河守护
人》 中的解说词“披星戴月的守护
人”，配发的便是夜晚守护人工作的场
景。《不负青山》的主角是全国优秀共
产党员、沁阳市西向镇老干部党支部书
记周文政，片中讲他连续 40 多天没下
山，就连老伴的最后一面都没见到。镜
头画面不仅呈现了周文政在山中的工作

场景，还展现了他接电话得知老伴病危
慌忙往家跑的镜头语言。画面中，他丢
了农具、草帽，还用二女儿对此事的看
法、感受进行佐证，可见拍摄制作者的
巧思。

《黄河守护人》系列纪录片从清晨
到深夜，顶端新闻拍摄团队以一枚用黄
河泥土制成的埙为切入点，围绕现代科
技、植树造林、自然保护区等多个维
度，充分报道了黄河守护人的坚守与信
念，充分展示了黄河风景之壮美、黄河
故事之动听、黄河文化之宝贵，令人为
之动容。

同传播 海内外齐“出圈”

《黄河守护人》系列纪录片是对媒
体深度融合的一次检阅，这不仅需要确
保制作团队在文字记者、视频剪辑、英
文编译、美编等相关环节对接畅通，还
要在传播过程中实行多元主体协同机
制、相互配合。可以看出，《黄河守护
人》系列纪录片是一次全方位、多维度
的传播。

为了扩大传播与影响力，顶端新闻
与省内外多家媒体沟通。目前，《黄河

守护人》系列纪录片已在顶端新闻客户
端、微博、抖音、视频号等全网发布，
#我是黄河守护人#系列微博话题被

《河南日报》、顶端新闻、《大河报》、
《河南商报》、大河网、《河南法制报》、
河南手机报、河南网信、《商丘日报》、
南阳广播电台、宝鸡新闻网、《德州日
报》等数十家媒体和机构号转载，话题
总阅读量超500万。据不完全统计，《黄
河守护人》系列全网累计传播量突破
800万。此外，5期纪录片讲述的黄河相
关主题，也引发纪录片中的故事发生地
媒体和行业机构的关注，好评不断。

“报道感人故事，激励后人前行。”
“巧不巧，我沿黄河从陈桥驿到小浪
底，往返拍鸟也4年了，向我大黄河致
敬！”“他们是黄河的把脉人，人民生命
财产的守护者。”“用画面记录美好的变
化。”顶端新闻平台网友纷纷在评论区
留言互动，留下自己内心想对黄河说的
话语，向5位黄河守护人致敬。

在国内全网传播的同时，《黄河守
护人》系列纪录片还通过顶端新闻国际
传播账号“黄河故事”在海外平台同步
上线，传播量超 10 万，获得海内外网
友纷纷留言点赞。

河南日报社顶端新闻《黄河守护人》系列纪录片

一把黄河泥唱出千年回响
□本报记者 吴明娟

■良策剖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