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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第 19 届亚运会虽然已经结
束，但有一个场景至今留在我脑海里：
那是一张 10 月 3 日我在绍兴棒 （垒）
球体育文化中心拍的照片，照片里的人
是老挝棒球队教练李俊勇，他正在认真

“阅读”《绍兴日报》。
其实，他并不懂中文，为什么会关

注这张《绍兴日报》呢？
亚运会期间，作为一名注册记者，

我几乎每天都奔走在赛场，采访海内外
运动员、教练。9 月 27 日晚上 11 点
多，我在朋友圈刷到棒球馆工作人员的
一段话，他说：“十分有幸见证一支国
家队队史上的首胜。教练团队自己贷款
训练，自费出国参加亚运会。当他们获
得老挝国家队队史上第一场胜利的时
候，领队第一个反应不是庆祝，而是先
办理机票改签。”

自费来参加比赛？这么快就要回
去？当时我心里打了一连串的问号，我
想采访这支队伍。于是我马上联系这名
工作人员，但由于种种原因我没能联系

上老挝棒球队的教练。
怎么办？第二天我又赶到场馆，一

边采访常规赛事，一边想找机会联系老
挝队。我从白天等到晚上，就在我感到
失望时，新加坡和泰国的比赛开始了，
我眼前一亮，观众席上出现了老挝队运
动员！我抓紧冲上前，热情地和他们
say hello，抛出了在心里酝酿了一晚
上的问题。原本说好只需要十几分钟的
采访，一聊就聊了近一个小时。

队员们兴奋地告诉我，这是他们第
一次在有灯光的球场上比赛，第一次有
那么多观众为他们加油，这是他们之
前想都没想过的事情。他们最大的希
望就是能在这里多打几场比赛……言
语中满是期待。就在这时，泰国队获
胜，20多位老挝运动员一阵欢呼。原
来，根据赛制，当晚的比赛结束后，
老挝队将成功晋级超级循环轮。这意
味着他们能够继续比赛，能在绍兴这
个亚洲一流的球场上继续战斗。采访
结束时，我和李俊勇教练留下了联系

方式。
我连夜在笔记本上敲下了他们的故

事，同时，又通过邮箱把志愿者拍下的
我和老挝棒球队的合影发给他，很快就
收到回复，谢谢我发给他照片。

当晚，编辑收到我的稿件后，提出
配发一张老挝棒球队平时训练的照片，
我就向李俊勇教练提出这个请求。很
快，他便发给了我。

几天后，我收到李俊勇教练的外
文邮件，他说想要一份刊登了他们球队
故事的报纸作纪念。第二天我把这份
《绍兴日报》送到了亚运会比赛现场。
尽管他不懂中文，但拿到报纸的时候，
脸上露出会意的笑容，还特意用手指了
指自己的名字，谢谢我记录了他们在亚
运赛场上的表现。他说，要把报纸带回
老挝，给更多的队员看。

此后，我们通过邮件沟通老挝队的
比赛情况。10月6日晚上，李俊勇教练
在邮件中说，明天是他们最后一场比
赛，希望我能去观看，也想道个别。第

二天，我如约去观看老挝队的比赛。当
我问李俊勇教练对亚运会、对绍兴的感
受时，他想了想后小心地从包里取出两
幅画，画的都是红色的花雕酒坛。他
说，绍兴是“中国黄酒之都”，这是他
在亚运村里体验品尝黄酒活动时画的，
它们载着酒香，载着亚运的美好，他要
带回老挝。

报道发出后，老挝队的故事感动了
许多人。“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
邻”，因为种种机缘我有幸成为见证亚
洲大家庭中的每一位成员沉浸在这心
心相融的时刻，我也真正体会到这句
诗的含义。当我们不分远近、不分国
籍地为运动员加油喝彩，用手中的笔
和镜头记录下他们的动人故事，传递
的不仅是拼搏向上的体育精神，更有
一份“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的
情谊。我想，这便是记者工作的重要
意义，联接中外、沟通世界，当好传
播文明的使者，讲好中国故事，传播
好中国声音。

以“媒”为媒 万里为邻
□绍兴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 赵婧赟

2022年夏天，接连发生的山火牵
动着3200万重庆人的心。

那是2022年8月25日傍晚，我带
上摄影装备，与同事一起赶往现场。一
路上，摩托、皮卡车闪烁着车灯呼啸而
过，众多市民带着物资奔赴山火方向前
去救援。

晚上6点刚过，我抵达山脚的救援
阵营，现场气温高达40多摄氏度，空
气里掺杂着汗味和燃烧的焦味，处处可
见身穿橙色马甲背心的志愿者。一名工
作人员高喊：“马上需要一批志愿者上
山，谁去？”现场立马伸出了无数双手，

“让我去！我去！”我举起相机，赶紧按下
快门。那片排山倒海的手和坚定的应答
声，如今回想起来依然热血沸腾。

我也想举手，我也想上山灭火。但
我深知，作为记者，我有自己的职责和
使命，那就是拿起相机，用镜头捕捉、
记录下这一切，将他们的英勇壮举传播
出去。

今年是我成为新闻人的第 10 年。
十年磨一剑，我不断在工作中学习、成
长，适应时代的发展。我的工作内容实
现了从报纸的图片编辑到照片拍摄再到
视频一体化制作的转变，不断摸索，记

录时代的发展。在去年重庆抗击山火的
报道中，我一个人完成了融合报道《超
震撼航拍——看，星光战胜火光！》，从
前期拍摄到后期图片处理、配乐、视频剪
辑一系列操作，一个通宵，一气呵成。这
个报道在全网广泛传播，阅读量破 50
亿，创下重庆新闻报道传播量历史之最。

山火现场有那么多的媒体，而那个
“人”字的独家画面，却只有我拍到
了。事后很多人问：你是怎么做到的？
其实，当时我在现场素材基本都已拍
好，快用尽所有的电池了。就在最后一
块电池还剩20%电量的时候，无人机提
示我该返航了，但我估算好了回程的安
全电量，我没有选择返航，而是决定再
试一试。我立刻将无人机掉转到了山火
现场的左上方，我被镜头下的画面震惊
了：左侧是熊熊烈火，右侧是救援人员
的头灯组成的一条“灭火长城”，这画
面上的一撇一捺，组成了一个大大的

“人”字。就是用这最后 20%的电量，
在众志成城的“星光长城”中，我拍摄
下了“中国力量”。而这最后的 20%，
是对新闻摄影的热爱与坚持，是记者的
使命与职责。它不仅仅是20%，更是10
年，是无数个日日夜夜，是一次又一次

报道的累积，是对每一个微小细节的高
要求和不放弃。有人开玩笑说：“如果
你当时最后没再飞那一段，就太可惜
了。”但我想说，没有这种如果，我一
定会拍摄到最后。

今年是我进入报社的第10年，这
10年正是推动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10
年。从前，新闻靠着一份份报纸、一声
声“号外”的叫卖声来传播消息。如
今，新闻的表现形式越来越丰富多样。
一方面，变的是形式，不变的是内容，
新闻依然是内容为王；另一方面，新媒
体技术、数字化转型能提高新闻媒体的
生产力和创新力。酒香也怕巷子深。媒
体需要尝试好的形式赋予报道新的生命
力，让读者更爱看，让传播更迅速。正
如我去年夏天拍下的山火视频一样，我
用航拍的镜头、电影的构图和剪辑手
法，还原了真实的山火扑救现场，那种
现场的声音、鲜活的救援人员和熊熊大
火给人的视觉冲击，是再多的文字和静
态的图片无法比拟的。

媒体融合也是资源的整合。现在各
大媒体都建立了自己的全媒体矩阵，对
一个新闻报道可按不同平台受众的喜
好、特征，产出不同类型的产品进行分

发，有助于新闻产品的精准推送。正如
山火拍摄当晚，上游新闻第一时间就在
朋友圈推出了图片海报，简单迅速地传
播了“反向点火战术取得阶段性成果”
这个捷报。随后再剪辑视频，完成在客
户端、微博、微信视频号等平台的分
发，最后还生产了图集稿件、记者手记
等，全方位报道这一事件，有层次、有
先后、有重点，打造出了一个形态新
颖，引发群众共鸣又不失专业性、公信
力的爆款产品。

在这个人人都是自媒体的时代，在
信息的洪流中，处处都充满着挑战和机
遇，新闻人的责任和使命也格外重大。
我们不能只为了追求“新花样”而丢失
了内容本身，也不能人云亦云，一味地
追求热点、抢时机，而忽视了新闻最基
本的真实性。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我们
不仅要具备扎实的专业素养，还要有高
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勇于创新的精神，始
终牢记，要做好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
者、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推
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

无论走多远，都不能忘了初心，脚下
有多少泥土，作品才会有多少温度。

新闻人，永远在路上。

在“星光长城”中拍摄到“中国力量”
□上游新闻记者 周瑄

2021年9月，我的研究生学业结束
了。在走出象牙塔之前，我决定遵循年
少时的志向，成为一名媒体人。

也是在2021年 9月，澎湃新闻推
出了它的第一个事实核查项目——“澎
湃明查”。该项目隶属于澎湃新闻国际
部，旨在对全球的国际新闻热点和涉华
信息进行事实查验。

毕业于媒体与传播专业的我，自本
科学习阶段起便了解过事实核查这一概
念，更深知真实性对新闻意味着什么。
近10年来，以仇恨、极端和愤怒等情
绪为关键性中介机制的信息生产在国际
社交媒体上蔚然成风，并常常为别有
用心的人所利用，这使得信息的真实
性变得愈发难以评估。特别是在国际
传播中，社交媒体上的虚假新闻和误
导信息滋生蔓延，新闻自定型之日起
就以萌芽的事实核查传统彰显其价
值，并适应碎片化、即时化的信息生
产现状，从传统的事前核查走向独立
的事后核查，成为一种备受关注的创
新新闻样式。

在“澎湃明查”急需新鲜血液加
入、组建团队的当口，我怀着年少时对

“铁肩担道义”的憧憬和信念，进入了
“澎湃明查”的编辑部。

这份工作的责任之一，就是要对在
外网上流传的不实涉华信息进行驳斥。
例如，2022年 3月初，一场举着“翻
译”旗帜的运动在海外社交平台高调展
开。越来越多来自简体中文网络的消息
和评论被翻译成各种语言，贴上“大翻
译运动”的标签后，被发布在以推特为
主的西方社交平台上。

经过初步调查，我们发现，尽管
“大翻译运动”自诩以“真实反映”中
国民意为目的，但其翻译的所谓中国网
民的言论中，存在各种事实错误、语法
错误。一些已经被证伪的信息，被不加
甄别地翻译成英文后在推特等海外社交
平台上传播，成了攻击、抹黑中国形象
的武器。

于是，在“澎湃明查”与《美数
课》栏目主编们的协调下，我与澎湃数
据新闻部门的同事们及部分学者合作，

借助网络爬虫、NLP文本情感分析等技
术，并综合使用公开情报搜索、暗访等
手段，历时近一个月，对“大翻译运
动”的背景、内容、性质、策划者和参
与者的身份特征进行了挖掘和分析，最
终于2022年4月28日首发了《明查｜
拆解“大翻译运动”》一文。

文章一经发布，在国内外社交平台
引起强烈反响。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
所高级研究员菲格斯·莱恩 （Fergus
Ryan） 在其推特官方账号上以 Thread
形式撰写专文报告了此文的主要结论。
2022年4月29日，“大翻译运动”的电
报群（telegram）管理员、此运动的积
极参与者和推动者“习惯一个人”在其
推特账号发文，宣布将离开推特平台。

这篇文章最终荣获上海新闻奖二等
奖，也成就了“澎湃明查”创建以来探
索国际传播的一次有益尝试。于我个人
而言，它让我对核查员的身份和工作方
式有了更多了解。

我不仅需要像传统意义上的编辑和
记者那样，具备基本的采、写、编素

养，还要像研究员那样，能够对信息进
行检索、归类、分析、汇报，并学会使
用一系列核查和分析工具。在此基础
上，核查员需要始终保持怀疑态度、提
升综合素养、快速学习、多方验证、引
用可信的来源并保持独立和客观。

这份工作还启发我思考，究竟何为
事实？在信息纷繁芜杂的当下，在欧美
各国媒体把持着国际主流舆论阵地的现
实中，在人工智能技术崛起使得造假愈
加便利的潮流里，我们如何接近事实？
如何才能让国内外的受众更有效地接收
信息，倾听我们的叙事？

在我看来，这并不是仅靠核查员便
能解决的问题，它需要媒体、学者、商
业机构和政治家们的共同努力。也许，
我们需要对虚假信息的传播机制有更深
的了解；也许，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核
查一条条虚假信息，更应激发起全社会
对信息进行“事实核查”的意识。

“天下无假消息”，这很难，但不妨
作为一种信念。这信念，便是我仍愿做
一名媒体人的理由。

我在澎湃，做事实核查
□澎湃新闻记者 郑淑婧

无论走多远，都不能忘了
初心，脚下有多少泥土，作品
才会有多少温度。

——上游新闻记者 周瑄

“天下无假消息”，这很
难，但不妨作为一种信念。这
信念，便是我仍愿做一名媒体
人的理由。

——澎湃新闻记者 郑
淑婧

一次采访是一次相遇，记
者的人生注定不同，别人的精
彩和不凡充盈着我们。我们将
用手中的笔和镜头记录美好、
传播友谊、丰盈世界。

——绍兴市新闻传媒中心
记者 赵婧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