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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又不是做体育的，去亚 （大）
运会干什么？”今年，不止一次听到我
所联系的跑口单位的朋友们这样问我。
确实，负责对接这条线的记者——我本
人——除了是个竞技体育观赛爱好者，
看起来实在跟体育八竿子打不着，怎么
就一走两个月，还为着一项体育赛事。

但对于我的同行们来说，这件事不
难理解。在中国青年报社，每逢这类大
型赛事，前方记者都会有两个小组，体
育部资深的老师们负责赛事报道的内
容，而像我这样平常并不从事体育报道
的记者会作为“非赛事组”的前方记
者，去寻找比赛本身之外的有趣故事。

看起来挺打酱油的？倒也没错。不
过，大赛从来就不仅仅是体育本身，更
不只是运动员、教练员的事。他们在万
众瞩目的体育舞台中央登场前后，有一
座城市和不知多少人付出的巨大努力。
这是大赛动人的一部分，难道不值得好
好地记录？

对于《中国青年报》来说，我们做
非赛事报道当然要聚焦青年。志愿者报
道在《中国青年报》有着极其悠久的传
统。我们不断要求自己，写志愿者不仅
是写他们付出的辛苦、收获的成长和快
乐本身，有时可以透过他们看到一个国
家、一个社会、一代代人的变化，我们
要透过琐碎的志愿服务去抓住更本质的

东西。
比如大运会在成都举行，对于这些

“00后”年轻人来说，为什么他们有着
如此高涨的热情？中国西部第一次举办
这样的国际综合性体育赛事于他们而言
意味着什么？我们前后采访了40余位
志愿者，看到了成长在新世纪的年轻人
对志愿服务的清醒认知和不变的赤忱热
情，这是很有时代性和地域性的。这种
东西是我们关注非赛事内容的意义，某
种程度上折射了非赛事报道在今年的两
场运动盛事中得到极高重视的原因。

这样的逻辑贯穿我们从事非赛事报
道的整个过程。我们当然要讲好眼前的
故事，但也要指向一个大型国际性体育
赛事背后一群人、一座城乃至一个区
域、一个国家的变化，寻找历史和空间
本身提供的纵深。这样的东西才是我们
所要抓住的内核。

我们谈科技、谈经济、谈绿色发
展，谈青年人才在这座城市获得的机
遇，而在今年大运会和亚运会的非赛事
报道中，对文明交流互鉴的报道被提升
到前所未有的位置。这当然也是历来这
类赛事相关报道的常规操作，但是相信
很多人都能感觉到，在我们的工作中，
对于国际传播的关注正走向一种“永远
不嫌多”的急速增长状态，与你是哪个
领域的记者没有太大关系。我们就是要

站在国际传播的视野里，更新我们的工
作内容。

而我们更早习惯的，是与你是不是
文字记者没关系，就是要能写能拍能剪
能策划能主持，并且能为有价值的内容
选最合适的“衣服”，让它被更多人看
到。这部分甚至不用对具体的做法做赘
述，因为在融媒改革多年的大背景下，
每家新闻机构都是这样做的。

今年，是媒体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
战略的第10个年头。“融媒改革”这个
关键词贯穿了我迄今为止的全部职业生
涯。“用可视化锻造一支全媒体精兵”，
是报社对我们所有人的要求，也是我
们每一日的实践。在媒体融合发展背
景下，回归到记者个人的成长，我很
乐于迎接这样的变动。当然，我们也
别无选择。

从疫情期间的一张数据图开始，我
也跟小伙伴们走入了新的赛道，开启了

“视觉+”的尝试。我们没把自己定义
成传统意义上给图像描边的文案，而是
在每一张海报、图解、手绘和融合产品
中努力通过前期的策划，以记者的视角
跟美术编辑碰撞，让视觉元素与文字之
间产生新的化合反应。去年，在新一轮
可视化改革中，我们的跨部门协同创新
实验室也在发挥着自己的能量，希望能
产出更好的产品。即便被定义为“文字

记者”单打独斗时，随身带上相机话
筒，或者哪怕及时在新闻现场举起手
机，都早已是我们的“标配”。

在这个过程中，我深深意识到自己
的不足。比如，我会感到自己处理数据
的能力不足，不会编程限制了我的“想
象力”。再如，我的语言能力也要进一
步提高，才能适应未来工作的要求。亚
运会期间，我的蹩脚英语不能像中文采
访这么自如，以后想采写更深刻的故
事，这方面必须得尽快加把劲。

时代变了，土壤变了，我们写的内
容、体裁、站位和视角也变了，最突出
的是我们用的工具、展现的平台、扮演
的角色也一直在变。不过，在前所未有
的变局里，有些定力不能丢。拓土开
疆、努力让自己成长为“六边形战
士”固然是美好愿望，但与此同时，
我们的“根基”是我们对优质内容的
判断和追求，是根植于现实土壤对社
会的体验和观察，这些是变动中的本
质。内化于心，夯实作为记者的各项
职业能力，强化专业积累，也是不过
时的铁律。

不能因为走了太远就忘了为什么出
发，也不能因为行囊里的工具变多了，
就忘了我们拿起它们为的是什么。不管
面对怎样的职业挑战，我们需要相信，
一路走过去，会有我们想追求的风景。

不断在变化中寻求本质
□中国青年报社记者 胡宁

2023年9月23日，杭州第19届亚
运会正式拉开大幕。赛场上，运动员你
争我赶，而赛场外，各家媒体记者也在

“暗暗较量”，新闻产品从“人无我有，人
有我优”上升至“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
优我精”的“境界”。如何在这场大型赛
事报道中“破圈”？媒体记者除了比拼各
大报道“利器”，也苦费心思去寻找赛场
周边直击受众内心的细节报道。

“中新社是我国新闻战线的奇兵。”
中新社的创办人和领导者廖承志先生曾
这样题词并对中新社提出殷切期望。奇
兵如何在新闻报道中出奇？廖承志强
调，我们每天发出的消息，不应该是没
血没肉的教条主义政治课。

在这场体育赛事报道中，我想到了
廖老的话，也想到了“中新风格”，即

“创、闯、短、快、活”。
对于杭州亚运会，大部分观众、网

友是通过电视直播、APP平台直播来收
看比赛。尽管现在的直播技术已经非常
发达，可以实现多视角或多维度观看，

但是很多细节仍然在直播镜头里是看不
到的。“去寻找大屏直播外的‘新
闻’”，成为中新视频记者在赛事现场
的重要工作。

如果报道赛事项目本身，那从视频
的角度而言，无论是现场或者是结果，
其实效性比不上实况直播和文字快讯，
容易成为“受众早就知道的新闻”。基
于此，我和同事开始在亚运赛场上的观
众席、草坪上甚至在志愿者团队中去寻
找新闻细节。

10月1日，亚运会田径赛场有三
四个田径项目同时进行，铁饼项目吸引
了我和同事的注意力。“扔出去的铁饼
怎么没看到有人收回”的问题，让我
们俩展开了一场眼力大考验。其实，
在这样的大型赛事中，记者的摄影、
摄像点位是有限的，这也让视力差的
我们借助手机在绿荫草坪上去寻找答
案。果然，两只身背铁饼的“机器狗”
被我们发现，运动员扔出铁饼——成绩
计算结束——工作人员拾起铁饼放置在

“机器狗”背上的装置上——“机器
狗”迅速将铁饼运送至指定地点。两只

“机器狗”忙碌的场景显得尤为可爱，
这也极大增强了我们拍摄这条新闻所追
求的趣味性。

毫无疑问，在快节奏生活的当下，
直观、可视、趣味性的短视频在传播中
形成强有力的吸引力量。在视频的呈现
上，我们选择了以 45 秒的短视频呈
现，而相对应的文稿也比较直接明了：

“10月1日，两只‘呆萌’的四足机械
狗亮相杭州亚运会田径赛场，变身铁饼

‘搬运工’助力赛事运行。”这也是基于
我们想尽可能保证现场视频素材生动、
直观的特点，将事件的客观事实完整呈
现给观众。

选择“机器狗”报道并非偶然，在
新闻报道工作中，想要报道出彩，前期
充足的准备工作必不可少。这对视频记
者而言，更是采访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基于此次杭州亚运会的绿色、智能、节
俭、文明的办赛理念，我们对各个场馆的

赛事报道多了些观察，就是为了找到能
与主题、理念相互呼应的东西。有些时
候，在视频新闻里，一字一句的主题、理
念的字幕显示或播报可能稍显生硬，而
真正切合主题的画面能让受众看到赛事
创新。在我们所采制的另一条视频新闻
《前所未有 杭州亚运会首次使用“数字
人火炬手”参与点火仪式》中，视频以杭
州数字浪潮为大背景，全程记录下“数字
人火炬手”参与点火的现场，被23家境
外媒体采用。

如何能够保证视频入得了受众的
“法眼”？除了视频本身要具备上述特点
外，视频新闻标题也是取胜的关键，但
万万不可为吸引受众眼球而做“标题
党”。我们所拍摄的“机器狗”新闻标
题为《“呆萌”科技范机械狗变身铁饼

“搬运工”》，在紧扣主题和重点的原则
下，摘取足够具有代表性的视频画面主
体或主体所进行的事件来进行总结提
炼、整合，达到“直击”关键信息和中
心大意的目的。

去寻找大屏直播外的“新闻”
□中新社记者 袁超

我们终究不会超脱于脚下
的泥土和身处的时代。不断在
巨大的变动中找寻这个职业
新的重心，是我给自己留下
的功课。

——中国青年报社记者
胡宁

我们活在当下，却分明
“跨越了时空”，看见了无数的
世界，了解到不同的人生……
这，就是记者的意义。

——中新社记者 袁超

你来我往的“胞波”，有
我也有你，“胞波”情暖共逐
梦。让我们共同记录一个个中
缅民心相通、“胞波”情深的
故事。

——云南省南亚东南亚区
域国际传播中心记者 张莹琳

2021年5月，同事和我采写的《有
困难，就找“阿咖梭”》获得了第37
届云南新闻奖。欣喜之余，我马上拿起
电话打给故事背后的那群人。

故事还要说回2020年。当年2月，
身为《吉祥》杂志缅语编辑、记者和翻
译的我收到了缅甸读者吴奥奥的求助：

“请问怎么样可以联系上‘阿咖梭’？”
“阿咖梭”是谁？我一头雾水，四

处寻求答案。在联系中，我得知，“阿
咖梭”是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
陇川县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副大队长
秦万坤的缅语名，意为朗朗乾坤。在朋
友的帮助下，我终于加到“阿咖梭”的
微信，要到他的联系电话，提供给了这
名缅甸读者。

“最近天气转凉，生活在陇川县的
部分缅籍务工人员急缺衣物，身边的各
位朋友，如果你们家中有闲置的旧衣物，
请将温暖送至需要的‘胞波’手中。”一天
深夜，“阿咖梭”的朋友圈发布了这则动
态，我看到后立即联系他，把家中闲置的
衣物打包后邮寄到陇川。

爱传千里，寒冬不惧。收到我寄的
衣物后，“阿咖梭”发来一段视频，镜
头里的缅甸大姐拿着一件外套，开心地

在自己身上比画，她眼里充满泪光，也
充满着信任和感激。

因为同样从事缅甸相关的工作，一
股敬意从我心底油然而生，也想更深入
地了解缅甸朋友口中的“阿咖梭”。

2020年10月30日，我和同事一起
到陇川县，专门用一天半的时间对“阿
咖梭”进行了采访。

那天早上，走进陇川县公安局出入
境管理大队办公室，我看到最亮眼的就
是挂着“阿咖梭”和缅籍务工人员合影
的照片墙。见到秦万坤时，他正在耐心
地接着求助电话，他的记录本记得密密
麻麻，有问领馆服务热线的，有问口岸
是否开放的，有缺路费不能回国寻求帮
助的……

似乎在缅甸朋友的眼里，“阿咖
梭”无所不能：食物紧缺，就想尽办法
把一桶油、一袋米、一包盐送到他们眼
前；遇到求助，就用心用情地去帮助
他们……

“又收到爱心人士捐赠的物品了，
我们赶快送给需要的人。”我们和秦万
坤、钱小美等警官共同前往几天前才来
求助的缅甸大姐家。车还未停，一群正
在踢藤球的缅甸小朋友都停下来，一边

兴奋地向我们跑来，一边叫着：“‘阿
咖梭’来了！”不一会儿，车边站满了
缅甸友人，他们就像迎接自己家的亲戚
一样热情。试问谁又不喜欢这样的“中
国亲戚”呢？

在缅语中，“胞波”意为一母同胞
的兄弟，在采访现场的那一刻，我真正
体会到“胞波”二字的深刻含义。中缅
两国人民自古就以“胞波”相称，正因
为有了许多像“阿咖梭”这样的人，才
让“胞波”更加名副其实。

2020年11月11日，陇川县公安
局“阿咖梭警官外籍人员服务管理中
心”正式挂牌成立。“从2016年的小有
名气，到现在成为缅籍务工人员朋友圈
的‘网红’，我从未想过‘阿咖梭’这
个名字有一天会成为一个团队、一个县
乃至一个州对缅籍人员开展服务的代名
词。”秦万坤说，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同
事也成为了“阿咖梭”，他们希望通过
诚心诚意的服务，让缅甸朋友对中国警
察都留下好印象。

现在，他们和一个个为增进中缅友
谊发光发热的受访者仿佛全都站在我的
身旁，让我看到一个更有能量的自己。
知道两国民众的彼此认同和需要，更教

会我践行“四力”、兢兢业业、锐意进
取，成为耕耘在对缅国际传播工作的

“孺子牛”和“拓荒牛”。
2022年12月，《吉祥》杂志迎来了

30岁生日，“阿咖梭警官外籍人员服务
管理中心”在“给《吉祥》的一封信”中这
样写道：“在促进中缅民心相通中，我们
和《吉祥》杂志相互为伴、携手共进，我们
都怀有共同的目标，那就是成为缅甸朋
友都喜爱的‘中国亲戚’。”

回想这些年在国际传播工作中的点
滴，我脑海里浮现出一个又一个“胞
波”情深的故事：在2018中国云南省
缅甸实皆省“光明行”活动采访现场，
一位刚刚接受了治疗的老爷爷拉住我的
手，深情地说，“有一种‘胞波’情谊
叫‘送光明’”；在缅甸内比都出差时
找不到去采访地点的路，一位路过的大
叔一边安慰我不用担心，一边把我送到
采访地点……这些都让我更加清晰地认
识到，无论时代如何变化，历经风雨、
历久弥坚的中缅“胞波”情谊都在不断
发扬光大，国际传播工作者需以客观、
温情、坚守诠释“胞波”二字的
含义，续写千年“胞波”
情谊的新乐章。

温暖故事书写“胞波”情谊
□云南省南亚东南亚区域国际传播中心记者 张莹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