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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拒众流，方为江海”。
当写下这句话时，我刚乘坐飞机从

越南胡志明市返回贵阳。自南向北，透
过舷窗，我看到一望无垠的湄公河三角
洲平原如一张巨大的画纸在大地上铺陈
开来，“一带一路”合作共赢的“工笔画”
在这里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为这句话
写下最生动的注脚。

时间回到5天前，我有幸作为贵州
日报报刊社“丝路十年——‘一带一
路’上的贵州故事”大型融媒体国际传
播活动首批采访团成员奔赴越南实地
采访。

与越南的初遇，是在一场突如其来
的热带雨后，明媚、热烈的阳光为我们拭
去一身的风尘，接纳我们，迎接我们。

这是一场山与海的双向奔赴，我们
循着贵州企业“出海”的足迹一路追寻。

这一站，行走在工业园区，看到偌
大的制造工厂里，上千名员工中中国籍
员工只占了不到百分之五，一线技术操
作员几乎全是越南籍员工。“中国师
傅”把智能制造和数字化生产的技术手
把手教给了“越南徒弟”，而今“越南

徒弟”也成长为“越南师傅”。这或许
就是中越“同志加兄弟”情谊最动人的
地方。

这一站，穿行于热带雨林，听越南
橡胶商人用一口流利的中文，讲述他从
北到南的中国行故事。对他们而言，比订
单量的增加更有意义的是，合作与挑战
带给他们产业更加磅礴的动力与活力。

这一站，漫步在湄公河日落时的码
头，眼前货轮轰鸣、车水马龙，凝望远
方祖国山河远阔，也感受到当地烟火中
中国智慧润物细无声。人流物流信息流
在共商共建共享的新丝路上互联互通，
丰富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

在这次海外采访行中，我们感受到
了一批批贵州人、贵州企业大胆走出去
的担当与作为；读懂了越来越多的越南
人民对贵州、对中国的认同与喜爱，更
找到了心中的答案——我们为什么要做
国际传播？那就是“讲好中国故事，传
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
的中国”。

时间回到两年前，贵州日报国际传
播中心成立，我加入这个年轻却有无限

空间的团队，初尝国际传播工作。
至今难忘的是刚开始时，我们问在

外留学的朋友：“外国人对贵州的印象
是什么？”得到的答案是无。一字重千
斤，我深知，国际传播工作是一项极具
使命感和挑战性的事业。路虽远，然行
则将至。

而怎样开始，是面临的第一个问
题。在德国出版界有一句流行的话叫

“故事驱动国家”，意思就是一个国家的
故事传播得越广，世界对其了解就越
多。作为国际传播者，我们不能只在海
外留下一块块一闪即逝的碎片，而是应
当以有情感、有温度的中国故事直抵人
心，才能拉近同世界的距离。

两年来，我们用影像的形式讲述了
法国运动员因为山地极限运动选择贵
州、荷兰艺术家因为艺术包容钟情贵
州、德国网红博主因为民族风情爱上
贵州的人物故事，讲述了动物生命的
起源、5亿年前的“金钉子”、18个世
居民族的文化故事，讲述了“地球腰
带上的绿宝石”、梵天净土、地心历险
的生态故事，讲述了二十四节气里的

贵州物语、桥梁超级工程里的贵州力
量……从春夏到秋冬，从乌蒙山脉到
苗乡侗寨，我们希望在一个个真实动
人的故事里找到贵州海外“破圈”的
密码，让一个个故事搭载着贵州去往
世界各地。

两年来，从零起步，我们逐渐让不
同国家的数万粉丝认识了贵州、了解了
贵州。我相信，只要我们永远保持对这
片土地的热爱，保持对世界变与不变
的洞察，保持对未知的好奇和创新的
追求，这片土地也将给予我们不竭的
源泉。

“历史长河波澜壮阔，一代又一代
人接续奋斗创造了今天的中国。”在
2023年新年贺词中，习近平主席总结
今天的中国“是梦想接连实现的中国”

“是充满生机活力的中国”“是赓续民族
精神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
国”。殷殷嘱托豪情满怀，又是一年记
者节，2023年也即将进入尾声。我想
以此与所有同行共勉：从此刻出发，用
热爱与真诚与世界握手，向世界娓娓道
来“何以中国”。

双向奔赴，讲述“何以中国”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周璇

电影《让子弹飞》里有个经典桥
段，张麻子当众杀了黄四郎的替身，让
大家信以为真，黄四郎看了大呼不妙：

“糟了糟了，我成替身了！”这句话后来
成了一个广为流传的梗。我之前从未留
意，直到那天看到我那个皮磨得锃亮锃
亮的数字人分身，不由得脱口而出：

“糟了，以后我不会成替身了吧？”
“数字人分身”是我们川观新闻最

新迭代推出的新产品，我有幸成为第一
批尝鲜者，在虚拟世界里拥有了一个自
己的数字人分身。抛开互联网上那些唬
人的噱头，除了形式上的创新，数字人
分身其实解决的是效率问题。

最近几年，随着短视频的兴起，
媒体产品的视频化趋势也越来越明
显。在报社内部，我们各个部门都开
始尝试推出自己的视频产品。相较于
那些有全流程专业视频团队的MCN机
构，官方主流媒体做视频产品并不容
易。所以我们大都选择了评论、观点
类的视频，呈现形式简单，扬长避短拼

脑子。但即便如此，要实现常态化更新
也很难。一方面是题材限制，例如我目
前牵头做的《时堂》栏目，主题偏向时
政类，我们就不能像一些自媒体那样无
所顾忌，必须更加客观、公正。尽管题
材问题可以通过团队协作和流程优化来
应对，但另一个问题则更难解决——出
镜。记者并不是专业主播，虽然我们
一直自我标榜全能，但以我自己为
例，除了运营《时堂》栏目，我还要
跑口线、跟领导报道，应对随时可能
到来的突发采访……我确实没办法保
证有固定且足够的时间去妆造、配合
摄影灯光等等。

现在数字人分身帮我解决了这个问
题。它的原理其实很简单，我事先穿上
一身行头，到专门的镜头前录制一段视
频，后台会捕捉我的动作、神态，特别
是说话时的不同口型，然后建立模型和
数据库，形成一个我的虚拟形象。以后
我再拍视频就不用亲自出镜了，只需要
提供文案录音，后台就会生成我的数字

人视频。这样我们拍摄制作视频的时间
就能大大缩短，我也可以不用再考虑随
时可能要出差，不用考虑出镜着装和我

“说不太溜”的普通话等问题。
当我第一次看到另外一个自己时，

心中闪过了那个“替身”的梗。虽然视
频里的“我”还不那么灵活，但是大家
也许不知道，10年前最强的围棋软件
都还不是我这个业余爱好者的对手，但
仅仅过了3年人工智能“阿尔法围棋”
就横空出世了；一年多前我还在嘲笑苹
果的 Siri 有多“弱智”，没过多久
ChatGPT就开始跟我“吹牛”了。

在另外一个“我”的身上，我看到
了许多可能性。我们可能需要继续加强
对模型的训练，让他的表情、神态、肢
体语言越来越自然，然后慢慢从静止
变为动态，让他能走起来、跑起来。
虚拟空间环境的可能性就更多了，我
们可以根据不同产品的需要营造氛
围，让许多难以用真实镜头捕捉和表
达的内容呈现出来。

我想说的是，技术进步让一切可能
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变为现实，媒体融合
也处在这样的进程之中。15年前我刚
进入这个行业时，满大街都是报亭、报
摊，年轻记者人手一本《华尔街日报是
如何讲故事的》，成天钻研怎样写出一
段引人入胜的导语。那时的我们不会想
到，15年后，当一个人看一条视频，3
秒钟内没引起兴趣他可能就滑走了。
15年后的我也应该感到庆幸，庆幸自
己并没有故步自封。每个行业都是有路
径依赖的，媒体融合的过程逼迫我们要
不断改变原有路径，去尝试和挑战新的
事物，不管对错，试了才知道。

回到最开始的那个问题，我真的
会担心自己成为替身吗？答案是当然
不会。媒体融合的是技术和手段，是
传播渠道和形式，就好像战争从冷兵
器时代到热兵器时代，再怎么进步也
需要握着它的人，即使现在进入无人
机时代，藏在背后的也是一个冷静果
断的头脑。

“糟了，我成替身了！”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付真卿

以新媒体为主轴挺进主战场，是一
名党报记者在这个时代履职“追梦”的
不二法门。

今年5月，以“绿色新时代共建新
丝路”为主题的吉尔吉斯斯坦1000台
中通客车首批车辆下线仪式，在山东聊
城中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举行。结束中
国—中亚峰会行程后，吉尔吉斯斯坦
总统扎帕罗夫一行受邀参加仪式。大
众日报全媒体指挥中心判断这是一起
热点新闻事件，体现了“一带一路”
倡议 10 周年及“好客山东 好品山
东”、山东工业经济提质增效等重大主
题，安排我牵头组建全媒体报道团队精
心组织报道。

当天下午下线仪式后，一路拍摄的
同事们在全网独家首发《总统亲自来提
车！1000台山东造客车出口吉尔吉斯
斯坦》短视频，选取吉尔吉斯斯坦总
统与企业负责人现场互动的细节，仅
11秒就将事件核心展示出来，网感十
足的标题正能量满满，而且生动有
趣。出乎我们意料的是，这个视频仅
在大众日报客户端、微博、抖音等自
有平台账号传播量就过亿，商业媒体
平台以此为素材加工传播的各类产品
不计其数。

实践出真知。这次报道让我对媒体
融合有了更深一层的感悟：全媒体时
代，不管做什么报道，“全媒体立体化
即时性”都是基本要求，“一次采集+
多次生产+多平台分发”都是流程规
范，“重磅产品+轻量化表达+特色化传
播”的模式都要驾轻就熟。这，其实也
是《大众日报》10年融合探索带给我
们每一个人的变化。

在今年上半年我们集团内部的大众
新闻奖评选中，短视频产品荣获一等
奖，而过去更被看重的文字报道只能

“屈尊”二等奖，这不免让我们对优质
新媒体内容的传播效果和影响力喟叹。
我们也据此总结出一条基本经验，即重
大事件报道呈现形式并非非此即彼——
视频传播速度快、范围广，而文字具有
分析新闻背景、事件影响的深度优势，
应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多兵种协同作
战，先直播，再短视频，再深度等，形
成生产传播的梯次结构。

文似看山不喜平。新闻只有出新出
彩才能吸引人、产生影响力。移动互联
时代更是如此。所以策划、进行报道，
我们坚持把“传”作为内容生产的“前
置项”，而不是“后缀”或另外的环
节，每次都在创意上下足功夫。

这几年，我们发现创意对融合传播
有着倍乘效应。今年10月，第四届跨
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举办，世界级峰
会如何得到全球关注？我们的报道如何
有传播效果？我们在采制产品时发
现，世界 500 强企业负责人普遍表达
了一个核心观点：从这次青岛峰会感
受到了投资中国的“确定性”。于是我
们从这个核心创意出发，广泛采访不
同国籍的企业家，请他们分享与中国
经济共同成长的故事，从他们的视角
展示对中国发展的信心，推出了集纳
式混剪视频，开设的相关微博话题阅
读量达到1090万。

创意需要海阔天空，但必须守正创
新，应围绕中心工作，突出主题、紧
扣问题、贴着人心，在主干上发枝，
在骨头上长肉，让报道兼具价值和

“颜值”。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到山

东东营市考察。我带领全媒体团队到黄
河三角洲、胜利油田、农业高新技术产
业示范区、黄河原蓄滞洪区居民迁建
社区等地回访，以习近平总书记对黄
河保护治理、盐碱地开发和种业创
新、能源综合利用、黄河滩区迁建等
方面的重要指示为逻辑线索谋篇布

局，用炽热的情感将现场、背景、环
境和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穿插起来，力
求主题与故事水乳交融，推出1.7万字
的《情满黄河 心系海岱——习近平总
书记在山东考察回访记》报道，荣获当
年的山东新闻奖特别奖。

做好重头报道的同时，我们以文字
和视频组合的形式推出一个独家深度报
道：《总书记尝过的这粒豆子，原来这
么“牛”》，聚焦新闻瞬间，深入挖掘
一颗豆粒背后的故事，通过全媒传播，
掀起了二次传播高潮；推出新闻特写
《一颗豆子的见证》，综合利用特写视
频、个性化的标题和生动质朴的语言，
生动展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深厚的“三
农”情怀。作品一经推出，迅速被全网
推送，总点击量超530万人次。

内容是媒体安身立命之本。无论媒
体如何发展，信息品质和思想价值永不
退场，融深行远的起点是推出更多有思
想有温度有品质的精品力作。

日新者日进，深融者声远。面向
“新十年”，大众报业集团提出在舆论新
格局中、在新媒体大平台建设上、在发
展新业态中领航，加速重塑党媒影响
力。这对我们来说，既是全新的挑战，
又是向未来的进发。

融深行远，我们在路上
□大众日报记者 赵洪杰

从贵州奔赴山海，用热爱
与 真 诚 向 世 界 讲 述 “ 何 以
中国”。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
记者 周璇

在这个时代媒体需要“兵
器”，更需要“头脑”，记者要
做“头脑”。

—— 四 川 日 报 全 媒 体
记者 付真卿

一个优秀记者，穷其一
生，都在奋斗与追求。苦与
乐，喜与悲，尽在此过程中。

——大众日报记者 赵
洪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