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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策一评

10 月 24 日，《中国妇女报》 推出“中
国妇女十三大特刊”，以 8 个版面展现出
奋进新征程中的巾帼担当。特刊以新闻
性、时效性为核心，遵循“三贴近”的
原则，在标题艺术、文章内容、新闻图
片、版式设计等方面均呈现出百花齐放的
特色，并与新媒体报道相结合，强化传播
效应，提高舆论引导力。

主题鲜明

中国妇女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全
国妇女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特刊从多
个角度反映和展示了 5 年来妇女儿童事业
取得的新成就、巾帼奋进的新征程。《努
力开创妇女儿童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深刻揭示了我国妇女儿童事业发展的基本
规 律 ，《承 载 党 中 央 重 托 和 妇 女 期 待
镌刻时代印记和集体记忆》 综述了历次全
国妇代会报告，《回顾与展望：历次全国
妇代会重视家庭工作》 指引家庭工作迈向
新时期。

“中国妇女十三大特刊”对主题事件
进行深度挖掘、全方位宣传报道，在内容
上图文并茂呈现，深度剖析新时代“半边
天”的绚丽华章。特刊深挖妇女儿童事业
发展的来龙去脉，放大系列主题亮点、版
面视觉冲击力，以丰富的新闻内容，构成
全面系统性的主题报道，为受众提供高质
量的精神食粮。

立意高远

在中国妇女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一
重大事件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妇女报》承
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
展形象的使命任务，深入挖掘原汁原味的
新闻，深度梳理事件脉络，以“大篇幅、
大视觉、大手笔、大工程”制作，推出内
容翔实、富有内涵的特刊，唱响时代主旋
律，这是主流媒体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具体
体现。

“中国妇女十三大特刊”主线清晰，结
构布局有张有弛，从不同时期、不同角
度，全面呈现了中国妇女儿童事业前行的
足迹，同时站在新征程上的历史起点，紧
扣争做时代的书写人、追梦的奋斗者这一
主题，书写新时代巾帼新篇章。

设计突出

以新闻时效性抢占舆论高地，显然已
不是传统媒体的优势。《中国妇女报》强化
特刊这一舆论阵地，发挥传统党报的权威
性、严肃性的优势，立足自身领域，突出
宣传重点。

“中国妇女十三大特刊”厚重大气、匠
心独运，拓展了报道的深度和广度，成为
报纸提高舆论引导力的重要手段之一。特
刊在主题鲜明、立意高远之外，版面设计
感突出，内容饱满而扎实，提升了主题宣
传效果，带来了很好的社会效应。

《中国妇女报》“中国
妇女十三大特刊”

书写巾帼华章
展现妇女英姿
□本报记者 徐平

“天马”有我，津津乐道。10月15
日，2023天津马拉松成功完赛，3万名
跑者挑战自我、佳绩频出。《天津日
报》对此不仅派出强大记者团队全程报
道，还在 16 日推出了“2023 天津马拉
松特刊”记录这场盛大的赛事，这也是

《天津日报》创刊以来，首次以竖通版
的形式进行特别报道。

“2023天津马拉松特刊”发挥版面
语言意蕴丰富的优势，呈现角度多元，
内容丰富，情感饱满，为业界提供了结
合重大节庆或活动如何以特刊形式展现
主题、展示亮点的成功实例。

竖版连载：冲击力十足

打开这份特刊，让人眼前一亮的是
其打破常规的竖版设计，更是跃然纸上
的动感与活力。有网友留言评论：“没
想到报纸还可以这样看。”是的，纸媒
会在一些特别的时刻带来特别的惊喜。

“2023 天津马拉松特刊”打开了思路，
让人发现手捧特刊的观感，跟在手机、
iPad或者电脑上看是不一样的，而这并
不是简单地将小屏放大，是有一种让人
过目难忘的惊喜，更萌生了要将特刊收
藏起来留念的想法。这份特刊在整体呈
现上，不仅带来了视觉上的冲击，更有
精神上的振奋。

设计者将马拉松赛道与蜿蜒曲折的
海河完美结合，通过AI辅助设计绘就
的这张赛事路线图，将天津这座城市看
作一个奔跑的巨人，而海河则是巨人的
脊梁，这样的创意不得不让人拍案叫
绝。此外，设计者将这张图片突出置于
整版的左下角，既呼应了右上角的版头
和起跑现场的照片，又烘托出整个版面
的重点。同时，用一组数字组成终点的
冲刺带，既以“数读”的方式诠释了
2023全新“天马”，也生动刻画出奔跑
的巨人冲击目标的瞬间。

仔细看不难发现，在奔跑者的细节
上充满齿轮驱动的机械感，充分贴合版
面的整体风格。设计者借助了马拉松奖
牌的设计理念，让版面体现出天津历史
的厚重感和工业城市的精密度，寓意着
这是一座在不停向前奔跑的城市。

而在另一个版上，胸前有马拉松号
码布的哪吒是C位担当，也让人自然而
然地与天津联系起来，而整版的设计让
这个形象可以更自由地发挥，不再受限
于栏目或者上下版区的排布。

特刊策划者的思路清晰，既给了两个
版不同的主题，也让两个版在整体呈现上

做到了统一。稍微留意就会发现，两个版
面的上角都有此次马拉松赛的奖牌，既展
示奖牌的正反两面，也将两个版巧妙地连
接为一个整体。显而易见，策划者并不仅
仅满足展示这场马拉松的盛况，更是用心
地将体育的拼搏精神通过细节策划展现
在版面上，体现赛场的方方面面，让读者
从报纸上亲近一座城，读懂一座城，看到
这座城市的美，感受这个城市的活力与敞
开怀抱的诚意。

全民赛事：氛围感拉满

“2023天津马拉松特刊”的两个竖
版分别以“奔跑天津”和“我爱天津”
为主题，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当天津遇上
马拉松，一场全民赛事，一次全城狂奔
的精彩与感动。

围绕“奔跑天津”，多路记者身处
赛事前线，一篇篇短小精悍的报道中有
现场感，有人情味，有天津这座城市独

有的人文精神。整个特刊看似由若干消
息组成，但通篇读下来，每一篇报道都
聚焦这场赛事，从“成绩榜”“选手
篇”“历史篇”和“线路图”等多个角
度彰显历史与现代的碰撞，流露心与心
的交流，让读者不仅从一组组数字中看
到了在赛事上的骄人成绩，也读到了一
个个鲜活的故事：从 7 岁到 77 岁的选
手，从官方领跑员到“新天津”代表，
这些冒着热气的报道背后是普通人的健
身故事。而挖掘故事，捕捉细节则体现
了记者们的综合实力，也足见前方记者
与后方编辑的协同配合。

天津是中国近代体育发祥地和中国
奥林匹克运动策源地，开创了中国近代
体育的若干第一，也曾发出振聋发聩的

“奥运三问”。在“我爱天津”这个版面
上，读者不仅能了解这场马拉松赛道设
计的匠心独运，还能领略这座城市的风
土人情。该版特别设计了以天津籍奥运
冠军为代表的推荐环节，重点介绍了南

开中学、鼓楼、天津之眼、天津站等地标
建筑，展现出“运动之都”的独特魅力。

一场马拉松，让大家记住的不仅仅
是赛道上的选手，还有许许多多默默奉
献的志愿者，以及无数早早等候在路
边、不遗余力地呐喊“加油”的观众，
特刊不忘将镜头对准他们，版面留给他
们，正是因为这群人，才让读者产生了
更多的共鸣。

AR“彩蛋”：文化地图随身带

一场马拉松，“燃”动整座城。为
了让来自五湖四海的跑友们、游客们，
以及广大读者感受与众不同的“津”
彩，《天津日报》和津云新媒体联合推
出 AR 产品“相约在天马”，这也是在

“2023天津马拉松特刊”上藏着的一颗
特别“彩蛋”。

“2023天津马拉松特刊”通过人工
智能辅助设计，采用了时下流行的增强
现实技术，用户只需用手机扫描版面上
的二维码，便有一名3D虚拟跑者跃然
眼前，带领读者沿着天津马拉松赛道一
路前行，感受“万国建筑群”五大道的
浪漫，追寻“东方华尔街”解放北路沿
线的记忆，在鼓楼脚下听鸽哨声掠过天
际，在百年学府中品学术激荡……动动
手指，便“沉浸式”地经过了一个又一
个城市地标，沿着海河风景线体会天津
水与桥交融的文化，不仅可以欣赏美
景，还可以聆听语音推介，进一步了解
天津城市风貌与历史底蕴，为特刊增添
互动性和趣味性。而AR赋能让特刊变
身为随身携带的打卡地图，不仅多了一
份实用功能，也突出了天津文旅体融合
的独特魅力。

如今，新技术与传统纸媒融合的成
功案例屡见不鲜，如何相得益彰，彼此成
就，是业界普遍关注且不断探索的方向。

“2023 天津马拉松特刊”充分发挥了纸
媒和新媒体各自优势，既避免了内容的
同质化，也保证了宣传效果的最大化和
最优化，让读者在理解马拉松魅力的同
时，解锁一座文旅体融合的“宝藏”之城。

10 月 18 日，该特刊被天津市体育
博物馆收藏。天津市体育局负责人表
示，天津马拉松受到全国跑友喜爱，收
藏这份精心设计编排的“2023 天津马
拉松特刊”，将成为2023天津马拉松的
最好见证。

凭借独特的创意策划、独有的版面
风格，“2023天津马拉松特刊”获得读
者广泛好评。

《天津日报》2023天津马拉松特刊

纸媒精美 融媒精彩
□本报记者 韩萌萌

20 年，对于个人来说很长，对于
一座城市发展而言，意味有无限可能。
今年，厦门市翔安区迎来建区 20 周
年，《厦门日报》与翔安区经过半年精
心策划，推出庆祝翔安建区 20 周年八
连版长卷《青春翔安 勇立潮头》珍藏
金版，以“青春”定位翔安新区，向世
界传递出一个积极向上、充满活力的形
象，也彰显了翔安人民的精神风貌。

主题鲜明 寓意深刻

10 月 19 日，订阅《厦门日报》的读
者，收到了一份与众不同的报纸，里面有
一沓需要连续5次翻页，才能完全打开
看到全貌的版面。在这一版里，读者可以
一眼看到翔安区的20年发展历程。

报纸采用八连版的长卷设计，总长
近1.6米，气势恢宏。长卷绘制了诸多
翔安区地标建筑，运用了大量的图片和
文字进行视觉呈现，具有很强的视觉冲
击力，让该报道观赏性和知识性兼具，
这不仅能够吸引读者的注意力，还能够
增强读者的阅读体验。

大气的版面设计与“青春翔安 勇
立潮头”主题也相互呼应。该主题明
确，体现了翔安区年轻、活力、创新的
特点，也寓意着翔安区在新时代背景
下，积极拥抱变革，勇立潮头，未来发
展的无限可能。这个主题符合翔安区的
实际情况，又具有广泛的时代意义，容
易引起读者的共鸣。

同时，在视觉设计上，特刊以天蓝
色为主色调做插画设计，色彩明快大
气，清新亮眼。这一色彩的选择与厦门
的城市气质、翔安新区海陆空经济区的
定位高度契合，第一眼就能让读者对翔

安有深刻的印象。
读者需要连续翻5次才能看到完整

内容也是一种创新尝试。这种报纸形式
设计既考验了读者的耐心，又增加了阅
读的趣味性和挑战性。长卷的内容涵盖
了翔安区20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社
会等各个方面的发展成就，既有翔实的
数据又有生动的案例，既有历史的回顾
又有未来的展望，信息量极大。

通过这些细节可以看出，《厦门日
报》非常注重设计与内容的统一性、信
息传递的准确性。无论是版面的布局还
是文字的排版，都经过了严格的审核和
校对，图片与内容紧密相连，也使得信
息传递更加准确、可信。这种准确性不
仅体现在版面的细节处理上，也体现在
整体策划的构思上。

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

厦门日报社在这次专题策划中，不

仅运用了传统的文字报道，还结合
H5、短视频等多种形式进行传播。其
在报纸版面中附加了两个二维码吸引读
者，增加与读者的互动性，提高传播的
效果。

翔安体育馆、厦门大学翔安校区、
翔安大桥、翔安隧道、翔安机场……扫
一扫，一个个厦门人熟悉的地标在 H5
与视频中一一出现，串联起翔安的
20 年。

H5设计与报纸版面设计保持一致
的风格，以插画呈现。H5让报纸上的
画面动了起来，更具活力，与专题的

“青春翔安”定位相吻合。传播手段的
创新也从侧面展现翔安区的年轻化，期
待吸引更多的年轻群体。

相比而言，短视频的报道内容更为
详尽，可以说是对文字与H5内容的补
充。视频不仅对翔安区每个地标都进行
详细介绍，而且是一一实地取景。不仅
如此，插画与视频一比一还原，成为厦

门日报社翔安建区 20 周年特别报道最
为亮眼的设计。

视频中，以报纸版面作为主体，镜
头一步步切换。原来，插画素材的来源
是视频中每一个地标的第一帧镜头，从
插画一秒变换为同角度实景的剪辑手
法，有种虚拟与现实时刻切换之感，增
强了读者的视觉享受体验，加深了读者
与翔安新区的亲近感与真实感。

H5、短视频等新媒体形式的传
播，以其独特的视觉效果和传播方
式，吸引了大量的年轻受众，为传播
增添了新的活力。当然，这次策划也
有美中不足之处。报道在新媒体平台
上的传播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
与新媒体的传播特点相比，仍然存在
一定的差距。例如，H5 和短视频的
传播方式较为单一，缺乏了互动性、
趣味性设计，可适当增加有奖竞答、
我与翔安合影打卡等，让传播影响更
为具体。

《厦门日报》翔安建区20周年特别策划

八连版长卷绘出翔安活力
□本报记者 张福财

《天津日报》
“2023 天津马拉
松特刊”中5—8
竖通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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