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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策一评

在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扶贫重要理
念在湘西提出 10 周年之际，湖南日
报社党组、编委会精心策划，于 10
月16日至11月20日重磅推出《文学
里的村庄》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经
各平台全方位立体传播，目前全网阅
读量超 7 亿次，堪称“现象级产
品”，实现了文学和乡村振兴的“双
出圈”。

以经典为切入点
探索乡村振兴战略新渠道

《文学里的村庄》系列报道以文
化赋能乡村振兴，将文学与乡村结
合，让经典与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的
时代主题相遇，带领读者重读 10 位
乡土作家的著作，从不朽的文学经典
中发掘，从切身实地的走访中体会，
从时代的洪流中寻找记忆。

回首“鲁镇”“高密乡”“清溪
村”……它们或偏僻，或贫穷，或萧
索，或压抑……但不知不觉间，在时
间车轮的滚动中它们已悄然焕发了新
的生机。曾经压抑的江南水乡，如今
已建设成为现代化新农村；曾经偏僻
贫穷的高密，如今坐落着闻名全国的
红高粱影视城；还有红旗渠畔的庙荒
村，也已通过发展文旅产业成为“全
国乡村治理示范村”。《文学里的村
庄》系列报道将文学与现实、过去与
现在巧妙地交织在一起，既是乡村振
兴成果的一次重要纪实，也是探索乡
村振兴新渠道的一次有效尝试。

以文学为主旋律
寻求传统文化弘扬新路径

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承载着先
民的智慧，流淌出文学的灵感。鲁
迅常写在文章里的“社戏”，莫言
念念不忘精巧的“高密剪纸”，豪
迈的“秦腔”亦贯穿贾平凹的笔
锋。传统文化穿梭在他们的文学作
品里，时至今日，依旧是当地人生

活的一部分。
《文学里的村庄》系列报道精选

出的 10 位作家，他们讲述的故事取
材于脚下的土壤，描写的是人民的
平凡生活。这些作品不仅成为传世
经典，更成为打开家乡文化宝库的
一把钥匙。

随着书籍出版普及，吸引了越
来越多的读者和游客走到书中的

“村庄”一探究竟。当地居民通过特
有的民俗文化、特色传统编织出一
份独特有趣的“景点地图”，在游客
兴致勃勃游览的同时，政府和居民
实现了创收，百姓生活水平显著改
善，古老的传统文化被注入了新的
生命力，在中华文明的长河中继续
奔涌向前。

合理有效地开发当地特有的文
学资源，发掘传统文化的价值，讲
好具有本地特色的故事，在实现经
济效益的同时，丰富人民的精神世
界，让群众愿意继承传统、乐意弘

扬文化。无疑，《文学里的村庄》系
列报道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与弘扬探索了一条新的前行路径。

以融媒为创新点
构建传播矩阵形成新影响

《文学里的村庄》系列报道深入
把握媒体融合发展规律，通过丰富报
道内容和创新呈现形式，构筑多维立
体的融媒体传播矩阵，以适应分众
化、差异化传播趋势，推动报道融合
传播。

从表现形式上来看，《文学里的
村庄》 系列报道内容呈现丰富。整
组报道以“视频+文字+图片”的形
式呈现，满足了观众多样化的信息接
收需求，视图文三媒结合的同时，也
构建了一场丰富多元的文学接力。

文字内容平易近人，韵律宛转悠
扬，极富吸引力。视频选取与文学经
典相关的场景，通过镜头，读者能够

感受它们的独特魅力和文化气息。封
面海报精致且考究，摄影图片内容丰
富且真实。

在宣传推广方面，《文学里的村
庄》 系列报道通过主流媒体联动，
打造了一个极具价值的传播矩阵，并
积极利用报网端微屏等多个媒介平台
进行推广，构筑了一个全方位、立体
化、多维视角的传播矩阵，奏响了文
艺界的大合唱。

这种跨地域、跨媒体、跨平台的
合作模式有利于整合资源，提高传播
效率，极大地提高了报道的影响力。

以实践为出发点
聚焦民众践行报道新要求

此次报道，湖南日报社记者始终
坚持“三贴近”原则，以实践为出发
点，深入基层了解实际情况、触摸真
切变化、把握时代脉搏的律动，用镜
头记录下人民群众的点滴生活和伟大
实践。

报道人员实地走访了 10 位文
学大家笔下的家乡，穿越了广袤的
中国大地，从南到北，从东到西，
真正做到了用脚步丈量土地。在这
个过程中，他们切实做到了俯下
身、弯下腰、沉下心做报道，用敏
锐的洞察力观察着这 10 个村庄的
今昔巨变。

红旗渠修成后，盘阳村有了一个
新的标签——太行山下的“小江
南”；庙荒村从旱地变成绿洲，摘掉
了“贫困帽”……它们真实记录着百
年来中国农村的沧桑巨变和时代的
高速发展，向观众展现了一幅跌宕
起伏、波澜壮阔的乡村发展的美丽
画卷。

以上变化不仅体现在村庄的建筑
和景观上，更体现在村民的生活方式
和思想观念上。记者们在报道过程中
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将乡村的
发展变化与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和质量
的提升紧密结合在一起。

湖南日报社推出《文学里的村庄》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

重读百年经典 回首山乡巨变
□陈燚 袁雨晴 曹辉

优秀的文艺作品不仅反映社会现
实、引领文化潮流，也是人与人之间
交流的话题桥梁。每个人在自己的成
长历程中，都有自己对于文艺作品的
独家记忆，而这些优秀的文艺作品也
见证了一代代人的青葱岁月。

《新京报》 在创刊 20 周年之际，
推出一期特别策划《热爱不止，文艺
不休》，以优秀文艺作品为载体，邀
请55位文艺界人士推荐这20年来记
忆中的一部电影、一部剧集、一档综
艺、一首歌曲、一部戏剧、一部动画
片，一起用回忆拥抱过去，向往未
来。而从 20 年的时间跨度中精选出
的优秀作品，呈现出了一幅时间大跨
度的文艺卷轴。

业界人士多角度推荐好作品

没有长篇的文字、深度的采访和
话题聚焦。此次《热爱不止，文艺不
休》特别策划的主要呈现形式是：“作
品名+主创+推荐人+推荐理由”，文字
短小精悍，只体现最精华的内容。

其中文字最多的部分，就是推荐
人所写的推荐理由。因此，推荐人的
选择极其重要，不仅需要推荐人资历
较深，而且要对优秀文艺作品有着深
刻的了解和认识，能总结归纳其亮
点。可以看到，《热爱不止，文艺不
休》特别策划邀请到多个领域的代表

性人物，如音乐人小柯、导演毛卫
宁、编剧王小枪、演员秦海璐……这
些行业人士的加入，也让特别策划呈
现出多种视角。

仔细研读推荐理由可以看到，
《热爱不止，文艺不休》特别策划呈
现类型多样的风格。比如，导演易小
星在推荐电影《功夫》时写道：“天
马行空的想象力，恰到好处的无厘
头，极简的结构之下饱含对粤语残片
的深情和眷恋，致敬了近百年的武侠
影视发展史。它细节纷繁，回味无
穷，既拍给华人，也拍给世界，是一
部电影最理想的形态。”易小星的推
荐理由，点评意味更浓。

又比如，演员庞博在推荐《武林
外传》时写道：“好的喜剧是不漂亮
的、不聪明的，仿佛就发生在身边和
当下，有一点点道理但是不多，而且
不用说出来，观众就已经在心里和作
者默默击掌握手。而这些特点，恰好

《武林外传》都有。”庞博的推荐理由
则是以从业者的视角出发，结合自身
工作，代入感更强。

此外，像歌手许魏洲给《我是歌
手》的推荐理由是：“上大学时非常
喜欢的一档音乐综艺。在出道后有机
会登上歌手的舞台，因此记忆犹
新。”演员韩东君对《超级女声》的
推荐理由是：“因为我也曾用妈妈的
手机发送短信投票。”这2 位推荐人

的推荐理由更贴合广大观众，并结合
了自己的成长经历。

呈现 55 位文艺界人士的推荐，
是《新京报》充分发挥自身媒体资源
的突出表现，通过多人多角度，增强
了内容的多面、多层、多元。

点面连接串联文化记忆

要从20年的时间中，精选出每年
不超过 5 部的优秀文艺作品，这种涵
盖多种类型的选择需要进行大量的前
期整理工作。从《热爱不止，文艺不
休》特别策划中可以看到，负责采写部
分的有7人，负责统筹部分的有5人。
12 人的团队，需要相互沟通交流，汇
集各方情况，才能实现紧密配合，这也
是一次较为成功的集体策划。

纵观《热爱不止，文艺不休》特
别策划可以看到，作品多、种类多、
信息繁杂是其主要特点。那么，如何
将这些内容进行有条理的排布，让读
者有更好的阅读体验便显得十分重
要。因此，特别策划在版面设计上下
足功夫，努力让纷繁芜杂的信息有条
理、有逻辑地展现。

可以看到，版面主要以 20 年的
时间线为轴，平铺在中央，每年精
选出的优秀文艺作品按照时间顺序
置于上下两侧，多个版面拼到一
起，就呈现出很好的视觉效果。从

左侧的 2003 年到右侧的 2023 年，20
年间的优秀文艺作品在版面中一览
无余。

为了明晰各个类别的文艺作品，
版面用不同颜色对不同类别加以区
分。浅蓝色代表电影，红色代表剧
集，橙色代表综艺，紫色代表音乐，
深蓝色代表戏剧，绿色代表动画片。
此外，为了丰富视觉效果，版面还穿
插配发了多个文艺作品的剧照、海报
等，让整个版面观感更丰富。

可以说，《热爱不止，文艺不
休》特别策划对于优秀文艺作品的回
顾梳理，能够较好地唤起大众的记
忆，产生共鸣。例如，一说到《超级
女声》，大家就会回想起2005年的夏
天，全民参与选秀的盛况；一说到歌
曲 《北京欢迎你》，大家就会想到
2008 年的北京奥运会，百年期盼，
一朝梦圆；一说到电影 《流浪地球
2》，大家就会想到中国电影工业化迈
出的坚实一步。除了作品本身，大家
更容易回忆起当下的自己在干什么、
有哪些难忘记忆，这也有效地拉近了
内容和读者间的距离，这在很多推荐
人的推荐理由中也有具体体现。

临近年底，各媒体都开始聚焦年
终总结的特别策划，像《新京报》推
出的时间跨度大、内容呈现多的《热
爱不止，文艺不休》特别策划，就为
同行提供了很好的参考价值。

《新京报》创刊20周年特别策划

时间为轴 一览文化精品
□本报记者 齐雅文

11月17日，《海丝商报》推出《践行新思想 建
功新时代》特刊，用76个版呈现了福建南安从一座
人口大县、农业大县跻身全国千亿县、百强县的发展
历程。特刊用鲜活的事例塑造出一个个生动的典型人
物，又从典型人物的叙事之中表达出新闻报道的真实
性，并通过简洁的文风、细腻的场景描写凝结成特刊
的编辑艺术。

鲜活事例塑造出生动典型

在特刊中可以看到，《海丝商报》 遵循贴近实
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三贴近”原则，选择将
镜头对准广大人民群众，让特刊内容有活力和吸引
力。同时，在新闻素材选取上，特刊注重典型性与普
遍性、代表性与一般性之关系，在真实性的前提下，
通过鲜活的事例塑造出生动的典型人物，不仅让报道
更有说服力，也更引人注目，更容易引发读者的兴
趣，让读者更能从中得到启示和感悟。

既有示范性又具普遍性的典型人物与典型事件作
为新闻报道的重心，不仅增加了文章的容量，也让人物
形象更加立体、鲜明和突出，使报道具有更强的感染力
和震撼力。例如，《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 高质量发
展挺起“硬脊梁”》从码头镇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

“双上扬”的丰富事件中，选取典型事例，突出表现码头
镇党委书记黄朝阳“想干、敢干”的人生经历和人格特
点；《产城联动活力足 市区东南柳色新》从柳城街道
成功大道征迁扫尾工作切入，还原了柳城街道党工委
书记黄志勇、办事处主任郑开鹏深入各村（社区）、企业
走访调研的真实生活，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新闻叙事表达出内容真实

特刊牢牢遵循新闻的真实性原则，通过娴熟的
新闻叙事艺术呈现纪实性的内容。《实体立市百业
兴》《一市三城绽芳华》 等稿件在遵循新闻真实性
的前提下，不断完善内容创作，立足实际去开拓创
新。在每篇稿件中，时间、地点、人物等常见新闻
要素都经得起核对、经得住推敲，但又不是在导语
中堆砌使用，而是在主与次、重与轻、缓与急的结
构布局中，通过故事的发展娓娓道来。在特刊版面
上，稿件与稿件的编排、文字与图标的安排，都是
在“浓”与“淡”的对比映衬中，呈现出内容与形
式相结合的融合之美。

实事求是地报道真实的新闻内容，并从中吸收、
消化和反思，不断提升对新闻真实性原则的认知，特
刊对真实性原则有着特别的理解及升华。

《民生优先添福气》《绿水青山带笑颜》等稿件熟
练运用特写式和评述性报道手法，选取那些对读者印
象深刻的细节或具体描写来反映新闻事实，不仅用事
实说话，而且用活生生的事例说话。此外，特刊还运
用评述性的报道和新闻评论等方式阐明新闻的意义。

此外，在总体文风写实主义的原则上，特刊在部
分篇章之中还融入浪漫主义的表达，让报道在虚与实
之间，表现出灵动飘逸的审美感受。如《朝花夕拾三
十年》本是一篇记录南安发展的大事记，但《海丝商
报》却在标题处理上融入文学的表现技巧，让稿件在
事实与价值的双重准则下，拥有了新闻的真实性“生
命”与文学的个性化“灵魂”双重特征。

特刊结构凝练成编辑艺术

特刊在版面语言上形成“一线串珠”的结构，分
布在“三农”、工业、医药卫生、社区民生等领域的
内容，通过“南安一路砥砺前行的奋斗征途”这一主
题主线串联，并且加大纵深式报道的力度。纵观76
个版面的报道不难发现，特刊挖掘新角度，讲述新闻
背后的故事，突破固有的采编模式，敢于创造独特的
风格，可谓是在寻常生活中找特别，在普通日常中找
特殊。

此外，特刊在标题风格、新闻内容、新闻图片、
报纸版式等方面，也在承袭传统中寻求突破。在深入
调研中，将历史材料、背景材料运用于特刊的报道之
中，极大地增强了新闻的厚度，让特刊办得耐看；在
记录成果中，特刊稿件将横向的事件与纵向的历史结
合，增强了新闻的深度，让特刊办得好看；在新闻镜
头下，特刊报道实现了宏观与微观的结合、点与面的
结合，在宏大的主流叙事中插入微观的细节描写，在
全方位“面”的铺陈中找到新闻报道聚焦的“点”，
让特刊在新媒体的报道语境下有人来看。

可以说，特刊并非把新闻事实从“田间”搬到
“碗里”直接当成“一道菜”，而是在对这些新闻素材
进行科学的、逻辑的、艺术的分析抽取后，完成了对
新闻素材的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
真过程。例如，《“冷资产”变“热财富” 绘出振
兴新画卷》书写园内村立足村情村貌，不断增强乡村
经济活力、着力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提升农民生活水
平……这些有分量的稿件都采撷自基层一线，但特刊
并非“收割素材即成菜”，而是有选择、有提炼的凝
练成编辑艺术，让报道内容既遵循主题主线，又依据
其典型性而彰显出各自特色。

《海丝商报》推出《践行新思
想 建功新时代》特刊

回首非凡成就 展现担当作为
□本报记者 徐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