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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路，绵亘万里，延续千年。
探路者，穿过戈壁沙滩，跨过湖泊海
洋，超越文化和地域，联结中国与世
界……”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十周年，近日，《人民日报》推出时政微
视频《跨越千年，书写繁荣的丝路新画
卷》，带领读者穿越古今中外，领略“一
带一路”风采，进一步展示“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十年来取得的丰硕成果。

精讲“一带一路”关键成就

丝绸之路开拓者张骞以十三载凿
空之旅，踏出一条千年之路，从此各国
互通往来，万世不绝；明代航海家郑和
七下远洋，去国十万里，宝船带去友谊
与和平，创造新的盛世盛景；16 世纪
末，意大利人利玛窦踏上中国的土地，
开启中西文化交流的新篇章……《跨
越千年，书写繁荣的丝路新画卷》时长
5 分多钟，从“一带一路”的历史渊源
说起，讲述一代代“丝路人”架起东西
方合作的纽带。

“共建‘一带一路’追求的是发展，
崇尚的是共赢，传递的是希望。”视频
中引用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
坛2021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点出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宗旨。此
后，视频以具体案例的形式，精讲“一
带一路”十年关键成就。

例如，2021 年 12 月，中老铁路正
式开通，截至 2023 年 8 月 31 日，累计

发送旅客 2079 万人次，货物 2522 万
吨。老挝国会副主席宋玛·奔舍那感
叹，“现在从老挝到中国更近了，（中老
铁路）现在运营得很好，山还是那么
高，可是路变得近了”。2018年7月，
塞内加尔竞技摔跤场完工并正式移
交，摔跤场可容纳2 万名观众观看比
赛，是非洲首座现代化竞技摔跤场。
塞内加尔摔跤手博伊·法耶表示，“我
一直非常感谢中国，为我们修建了体
育场供我们使用，这是我们的骄傲。”

该视频还引用多位代表性人物的
话语，直观说明“一带一路”的积极意
义。巴基斯坦独立通讯社记者泽米尔·
阿萨迪说，“巴基斯坦人民非常感谢中
国人民”。塞尔维亚总理安娜·布尔纳
比奇说，“我感到无比自豪，我想感谢
中国的合作伙伴”。哈萨克斯坦札纳塔
斯风电场首席专家伊利亚斯说，“札纳
塔斯风电场不仅给本地区，也为整个
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

多元素融合表达主题

从驼铃相闻到班列飞驰，从舟楫
相望到汽笛声声，《跨越千年，书写繁
荣的丝路新画卷》这条短视频在内容
上亮点突出，在形式上颇具特色，特别
是以穿越剧的形式，将古今相连，生动
有趣。

戈壁大漠中，张骞“目视”中欧班
列飞驰；茫茫洋海中，郑和七下远洋曾

使用的船只与如今兴建的“一带一路”
海港相连；利玛窦一路行走，“见证”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繁荣发展……
视频画面中的文字，“十年来，中欧班
列累计开行超过 7.8 万列，运送货物
731 万标箱，货值超3400 亿美元”“十
年来，‘一带一路’倡议迄今已形成
3000多个合作项目，拉动近万亿美元
投资规模”等，进一步说明“一带一路”
已成为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桥梁。

该视频以多种方式表达主题，既
有人物实景演绎，也有真实场景视频
展示；既有工程图纸、地图线路，也有
桥梁、港口、水电站，以及“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风土人情；既有文字数据
图表，也有音乐、照片、水墨画等，诸多

元素的融合，真实地还原了场景，让人
感受到：共建“一带一路”，是引领开辟
共同繁荣发展的新道路。

“让我们携起手来，一起播撒合作
的种子，共同收获发展的果实，让各国
人民更加幸福，让世界更加美好！”这
是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
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中的内容。视频以这段话作为结尾，
同时实景展示中国参与建设的一系列
工程项目，包括克罗地亚佩列沙茨大
桥、印尼雅万高铁、卡塔尔卢塞尔体育
场、阿尔及利亚东西高速公路、柬埔寨
桑河二级水电站等，进一步升华了主
题，“中国与世界，跨越山海，携手同
行，命运与共，世界大同”。

《人民日报》时政微视频《跨越千年，书写繁荣的丝路新画卷》

画卷穿起古今 繁荣连通山海
□本报记者 汤广花

2013 年 ， 中 国 提 出 “ 一 带 一
路”倡议，旨在推动沿线国家和地区
的经济合作和人文交流。十年后的今
天，回望过去，这个倡议已深深影响
了世界，也给中国带来许多变化。作
为西部地区的重要城市，重庆在融入

“一带一路”共建中做了诸多实践。
10 月 16 日开始，《重庆日报》、

重庆市政府口岸物流办联合推出“大
道如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十
周年之重庆印记大型全媒体系列报
道”，向读者展现重庆全面融入共建

“一带一路”十年来的亮眼成果。
该系列报道见报 5 期，每日一

版，以整页彩版呈现。版面设计简洁
明了，色彩清新，有大道如砥的恢宏
气势。每一篇报道都配有丰富的图片
和图表，生动展现十年来重庆的日新
月异。

此外，每一期版面都采用相同
设计思路，大致可分为 4 个主要部
分，即视觉焦点图、特写图、数据

和文字报道。
视 觉 焦 点 图 展 现 过 去 十 年 历

程，以一个个“瞬间”画面将读者

带回到过去十年里的重要时刻，呈
现了一个不断发展的“一带一路”
版图。特写图绘制了中欧班列主要
线路、陆海新通道建设实施方案、
重庆自贸区插图等元素，视觉化展
现重庆在“一带一路”中扮演的重
要角色与地位，并对重庆城市风貌
进行一定描绘。数据是成果展现最
具体的方式，每一期版面右侧都有
一例数据呈现，数据内容涵盖经济
发展、城市建设、文化交流等多个
方面，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全面、细
致了解重庆的视角。文字报道是该
系列报道的核心，文字内容注重深
入挖掘细节和故事，记者通过采访
相关人士和实地调查，从多个角度
分析重庆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时
曾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让读者体会
到现今成绩的来之不易。

比如，在讲述重庆的交通发展
时，《从“渝新欧”到中欧班列 重
庆开放率先搭上“一带一路”快

车》《衔接“一带”与“一路” 重
庆构建西部出海新格局》 共同详细
介绍了重庆如何从一个内陆城市转
变为一个连接亚欧大陆的重要交通
枢纽。在分析重庆产业结构时，《对
外开放平台“百花齐放” 重庆联
通世界 世界聚焦重庆》 强调了

“一带一路”倡议对重庆产业结构升
级和优化起了重要推动作用。报道
里的一个个具体事例，不仅增强了
新闻的说服力，也让读者更加直观
感受到“一带一路”倡议给重庆带
来的实际利益。

十年来，“一带一路”倡议已经
从理念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化为现
实。《重庆日报》与重庆市政府口岸
物流办联合推出的这一系列报道，将
其中的过程全面而深入地向读者娓娓
道来，具有很高的新闻价值、历史价
值，有助于提高公众对“一带一路”
倡议十年来取得的成就有比较正确、
全面的认识和理解。

《重庆日报》“大道如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之重庆印记”

“瞬间”特写缀起十年巨变
□本报记者 张福财

十年，是回望看收获的节点，也是
总结再向前的契机。9月25日起，澎
湃新闻陆续推出了“‘一带一路’倡议
十周年：让世界流动起来”专题报道，
以全媒体形式展现“一带一路”倡议如
何“为所有人创造一个更加公平、繁荣
的世界”并“转化为所有人的现实生活
进步”。

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之
际，澎湃新闻记者奔赴五洲十国，在哈
萨克斯坦、印度尼西亚、泰国、黑山、巴
布亚新几内亚等地采写、拍摄“一带一
路”倡议下各国合作共赢、民众参与受
惠的故事。用脚步丈量，用镜头记录，
用笔尖挖掘，让世界流动起来。

实地采访见证不凡成果

如何以最直观的方式让受众看到
“一带一路”建设成果？澎湃新闻重点

突出了现场采访的展示。例如，在专
题报道中，“采访现场”专栏重点展现
了记者在各地采访的见闻。

十年前，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在
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提出共
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记者重新
探访此地；第12批与第13批援巴布亚
新几内亚中国医疗队交接仪式在巴新
中国医疗队驻地举行，记者采访两国
医疗卫生合作的故事。可以看到，专
题报道尽可能地多用现场故事展现

“一带一路”的丰硕成果。
无论是实地见证印尼首条高铁雅

万铁路、黑山首条高速公路、哈萨克斯
坦新能源电站等共建基础设施带来的
便利，还是亲身感受日益扩大的贸易
往来、人文交流细节，人们感受到，

“一带一路”正切实推进政策沟通、
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
心相通，努力让世界流动起来。在专

题报道中的《H5｜“一带一路”上的
繁花丝径》中，“一带一路”建设成
果以漫画的形式进行生动呈现，多项
工程还搭配了富有各国特色的树木、
花朵等元素，并设置相应的按钮，让
用户与H5中的各项工程实现实时趣
味互动，以更加沉浸的方式感受多项
基础设施为各国人民带来的利好，见
证“一带一路”丰硕成果。

丰富视角体现多方声音

在专题报道中，记者广泛采访了
多方人士，力图呈现多方观点。“高端
访谈”专栏主要呈现的是“一带一路”
倡议十周年专访，记者与中国驻印尼
大使陆慷、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省代省
长赫鲁、中国驻黑山大使范琨、黑山前
总统武亚诺维奇和古巴国际政治研究
中心主任卡瓦尼亚斯等各方人士深度

对话。专访中，大家从各自从事的领
域出发，畅谈十年来自己见证的“一带
一路”发展变化。

除了专访，专题报道还推出了对
应的“大国思路系列专题片”专栏，为
此次采访之旅中涉及的多个国家制作
相应主题纪录片，如《印度尼西亚篇：
流动的咖啡》《哈萨克斯坦篇：千年商
路新速度》《黑山篇：跨越山海之路》
等，均以小视角切入，透视“一带一路”
十年来，多个国家在某一产业、某种领
域的飞速发展。纪录片中，直观数据、
实地探访等形式的穿插组合，让“一带
一路”建设成果更有说服力。

总体看来，“‘一带一路’倡议
十周年：让世界流动起来”专题报
道以多视角的报道和多元化的新闻
产品，展示了“一带一路”十年不
凡成果，是一次较为成功的全媒体
报道探索。

澎湃新闻“‘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让世界流动起来”

丈量记录挖掘 观察回顾展望
□本报记者 齐雅文

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举办之
际，群众新闻网聚力推出创意视频《丝路通千年》，
以动画为表现形式、短视频为依托载体，将“丝路精
神”主题内核贯穿整个作品，以唐诗串联、移步换景
呈现“一带一路”地标工程，巧妙展示古代长安和现
代西安大热的唐文化 IP，充分彰显共建“一带一
路”倡议十周年来取得的成绩，触发受众情绪共通，
实现情感共鸣。

以唐诗锻骨 打造叙事维度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重要节点的宣传报
道，是一场备受各方关注的“开卷”大考。

主创团队在第一次策划会上就明确，要以“人无
我有”的独特优势去诠释这个主题。“西安有什么”

“大唐西市、大唐芙蓉园都和丝绸之路带来的高度开
放 有 着 密 切 的 关 系 ”“ 咱 西 安 可 是 ‘ 唐 诗 之
城’”……策划会上，大家的头脑风暴，让唐诗与

“一带一路”并列叙事的构思初步明晰。
此后，主创团队围绕产品思路、内容架构、呈现

形式等多次讨论协商，确定视频以唐朝诗人的视角展
现，由他从一声“长安复携手，再顾重千金”入画，
带领受众从鼎盛开放的唐长安城出发，合着“晴空一
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穿越”到现如今的西
安。当中欧班列“长安号”驰骋而过，他慨叹“银鞍
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当乌兹别克光伏电站光伏板
在太阳光的照射下闪出银光，他吟咏“忽如一夜春风
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他“打卡”一处处中国和
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作的重点项目，一路唐诗相
随。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中“青年李白”的声音

“加持”，让这股中国风不仅诗意浓郁、情绪值拉满，
更传递出中国与世界各国一起承载美好向往，携手共
赴未来的美好愿景。

以动画塑形 呈现全景图像

历时近3个月，主创团队先后从300多个“一带
一路”点位资料，按历史价值、现实意义和时代贡献
等维度筛选出近40个代表性重要点位。为了实现这
些大量元素、信息的多元表达，《丝路通千年》最终
确定以手绘动画的效果呈现。

动画使得天马行空的想象成为可能，但也为真实
场景的还原带来困难。为了克服这些难题，主创团队
从大雁塔的层数、中老铁路上行进列车的颜色，到古
长安城西市街铺的名称、大象身上附着的纹饰样式，
再到新罗婢等异域人物的服饰造型等，力求细节生动
饱满，还原真实场景。

高质量的绘画和动画制作保障了巧思的呈现效
果，再配合场景转换、音效设计等多种视听元素的巧
妙结合，情节递进自然流畅、节奏明快动感十足，凝
聚成极具感染力的画面，让受众在酣畅淋漓中穿越古
今，享受视听盛宴，沉浸式体验丝路奇幻之旅。

从传播效果上看，利用动画诠释重大主题报道，
既降低了受众接受严肃内容的难度，又能在观感上迎
合受众的视听习惯、审美诉求，同时满足了视频号、
抖音等短视频平台年轻态、愉悦性的传播特征。

以“通达”聚神 点明主旨理念

《丝路通千年》 以极短的篇幅，浓缩了大量信
息，将地域文化、城市形象、国家作为、国际合作和
世界共赢理念巧妙且合理地安排在双叙事结构之上。
值得一提的是，让视频充盈着满满精气神的核心，正
是标题中的“通”字。

为了做好对“一带一路”精神的诠释，主创人员
翻阅大量文献资料，最终确定用“通”字作为内核引
领。“通”，除了以标题的形式，还通过多种形态贯穿
于整个视频。开头旁白提到的“诗意里的通达”、唐
人街牌匾上的“互联互通”都是对“通”字背后“一
带一路”倡议的精准扣题。繁盛的古长安城，因为畅
通了丝绸之路，推动商贸往来、文化交往而盛极一
时；现代“一带一路”地标点位，按照政策沟通、设
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进行筛选提
炼，最后在画面手绘的“通”字上将各要素聚合呈
现，视觉冲击力极强……

递进式内容设置，逐级“穿越”情节联通。从整
体上看，《丝路通千年》的“穿越”体现在空间和时间的
多维跨度上。从古代长安到现代西安，再进入由具体

“一带一路”点位相继出现的新的时空，最后“穿越”回
现实场景。递进式“穿越”，节奏感、代入感、场景感极
强，整体情节连贯通顺，故事架构完整。

感情烘托渲染到位，同频共振情绪共通。开篇《长
安三万里》中“青年李白”的诗句咏叹，让受众直接置身
于唐诗古韵的文化氛围中。繁华西安接棒盛世大唐，
伴随着慨叹吟咏、畅叙感怀，受众逐一领略中国和共建

“一带一路”国家合力打造的国家地标、民生工程、合作
丰碑……除了开头简短的旁白铺垫，整个视频无串联
具体点位的解说词，仅靠音乐烘托、吟诵铺垫和画面输
出传情达意。这种朴实无华却充满诚意的呈现效果，
引发广大受众强烈的情感共鸣和情绪连接。

视频的样态为《丝路通千年》赋予绝佳的视听体
验，并成功转化为传播效果。《丝路通千年》用视听
方式表达、以网络方式传递，良好的观看体验兼容各
大小屏端。截至10月20日，全网总传播量超700万。

群众新闻网创意视频《丝路通千年》

诗意满丝路
“通”字传千年

□耿薇 余诚忠 陈怡文

编者按 十年来，共建“一带一路”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实践，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变为现实。在“一带一

路”倡议提出十周年之际，媒体展开了多元化的生动报道，展示了“一带一路”十年来取得的实打实、沉甸甸的成就。本

期选取4家媒体关于“一带一路”主题报道进行评介，以飨读者。

■分享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