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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党的二十大描摹的“以中国式
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主题，11
月 27 日，《广州日报》策划推出“现代
化 中国‘画’”中国式现代化全国大走
读收官特辑《新万里河山图》连版长卷，
立意“用脚步丈量神州大地高质量发展
一线火热实践、以画笔描绘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雄心”。

从《新万里河山图》、《珠江盛景图》
（上、下卷）、《新富春山居图》、《新烟火繁
华图》，到《新踏歌图》《新桃源仙境图》《新
丝路山水图》，连版特刊用一幅幅大气恢
宏的画卷、一篇篇融媒报道描绘出磅礴生
动的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场景和发展蓝图，
创新展现中华文化的大美和气魄。

古画新作 描绘“广东实践”

一笔一画，皆是江山如画；一情一
景，皆是奋斗图景。连版长卷分别以

“新万里河山图”和“广东实景图”为
主题，立足“古画新作”的创意，精心
描摹万里河山间那些厚植奋进力量的动
人图景。

在T1—T4“新万里河山图”四个版
面上，读者可以切身感受到中国式现代
化建设中的累累硕果和日新月异的变
化。沃野忙丰收、车间拼生产、绿意串成
景、市井生烟火、文脉贯古今、丝路传情
谊……连版长卷将这些繁盛景象毫不吝
啬地表现出来，展示中国式现代化在政
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个领
域取得的辉煌成就。

随着长卷的徐徐展开，T5—T8四个
版面从新阶段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主题

《珠江盛景图》（上、下卷）、共同富裕主题
《新富春山居图》、文化传承发展主题《新
踏歌图》、生态文明主题《新桃源仙境图》
系列画作中曾描绘的广东建设项目切
入，鲜活地展现南粤大地高质量发展的
蓬勃态势。

在《珠江盛景图》（上、下卷）中可以
看到，《广州日报》聚焦展现广东加快推
进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成果：有广州增芯
项目助力广州产能建设，有河套深港科
技创新合作区致力打造深港“半小时科
研圈”，有中国散裂中子源再铸“国之重
器”，有惠州大亚湾石化工业区“蓝色引
擎”吸引更多500强企业，还有国家呼吸
医学中心开启可视化智慧医疗模式。《新
富春山居图》则呈现了小荔枝在广东茂
名柏桥村从“小特产”变身为“大产业”；

《新踏歌图》展现了广州艺术博物院（广
州美术馆）新馆开幕，岭南文化之树葳蕤
常青；《新桃源仙境图》把坐标锚定在绿
水青山中，在引种保育、科学研究不断加
强下，华南国家植物园的生机活力满溢
全城等。

内容创新 诗意与信息并存

在面对宏大的时政主题报道时，我
们应该靠什么来抓住读者？毫无疑问，靠
文字的温度，靠文字的感染力。《广州日
报》此次《新万里河山图》特刊报道以优
美的文笔、精干的篇幅和浓墨重彩的底
色迅速抓住读者的眼球，既有审美意味
又有新闻意义。

正所谓处处皆画本，句句有诗意。
《广州日报》在卷首语中连用5个精妙的

排比段立体阐述“中国式现代化五大特
征”和“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图景”，令人
回味无穷。例如，谈及“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现代化”时，记者用“万里河山如画，
绚美在于铺色”强调现代化进程中环境
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接着，通过
描述“厚植在天南地北的青绿底色，是从
绿富双赢实践中流淌出的金银光彩，是
泼洒在幸福生活中的缤纷斑斓”，鲜活
且真切地勾勒出当下广袤神州大地上，
绿色发展不断提速，绿色版图接续扩
展，绿色贡献持续增加，体现了中国在
保护生态环境和推动绿色发展方面的坚
定决心。

当一个个抽象的文字落实到具体的
自然元素上，重峦叠嶂、江河奔腾、绿草
如茵、溪流潺潺……《广州日报》将抽象
的理念转化为了生动的形象和场景，成
功地增强了文章的可读性、直观形象性
和共鸣性，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更加深入、
全面的视角来理解和感受《新万里河山
图》壮美的画卷下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
和实践。

视觉升级 丹青绘城市盛景

一笔一画皆精谨细腻，一景一物蕴
含浓厚韵味，一墨一色尽显中国气派。

连版长卷《新万里河山图》在视觉设
计元素的选取上，以中国画的艺术之美，
生动鲜活诠释、展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
蓬勃气韵、无限生机。既有气韵雄浑的“大
写意”，也有精谨细腻的“工笔画”。整个长
卷以青、绿、蓝色为主色调，色彩明丽典
雅，气质飘逸遒劲，画里有城市发展的巨

大成就，有社会治理的进步，有科技创新
的突破，也有文化传承的发扬，画出了广
东奋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力量。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新万里河山
图》长卷的惊艳亮相可以说是一次人类
智慧和科技力量的完美结合。《广州日
报》不仅派出了全媒体采编队伍，联动广
州画院画家组成调研采访团，奔赴全国
各地深入走读并引山河入画。调研采访
团队以其深厚的艺术造诣和独特的审美
视角，为画卷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和灵感。同时，百度飞桨文心一格 AI
智能作画技术的融入，也为画卷的创作
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匠心独运的翰墨丹
青加上AI画手的凌云之笔，共同描绘了
一幅幅展现高质量发展生机活力的秀美
画作。

当然，《新万里河山图》长卷在内容
分配方面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例如，
T5—T8 四个版在展现广东建设成果
时，缺少有关社会治理主题《新烟火繁
华图》和“一带一路”主题《新丝路山
水图》的项目报道，较多的篇幅留给了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主题 《珠江盛景
图》，这也让整个特刊看起来在内容上
稍显不够全面和平衡。

总的来看，连版特辑《新万里河山
图》作为《广州日报》“现代化 中国

‘画’”全媒体大型传播活动的收官画作，
鲜活展现了南粤大地高质量发展的蓬勃
态势，成功地将读者带入中国式现代化

“施工图”中，感受“实景画”的最新成果，
展现了现代中国的蓬勃生机和美好前
景，为扎扎实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广
东实践、广州实践加油鼓劲。

《广州日报》推出连版特刊画卷《新万里河山图》

游丹青长卷 写时代华章
□陈周行

深圳被誉为“未来之城”“世界创
新皇冠上的明珠”，为展现深圳在扩大
开放、建设更具全球影响力国际化大
都市方面取得的最新成果，反映“中
国式现代化”在深圳的实践进程，深
圳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深圳报业集
团和 《深圳特区报》 联合制作了 18 集
系列微纪录片 《世界在深圳——外国
友人在深圳》。

纪录片主创团队从微观视角出发，
将镜头对准在深圳工作生活的外国友
人，用写实的风格，多层次展现他们在深
圳的真实生活与切身感受，凸显新时代
中国可信、可爱、可敬的形象。

微观镜头下的写实风格

深圳是创新之城、创业热土，聚集着
来自160个国家和地区的10万余家外资
企业。《世界在深圳》纪录片团队经过10
个月的深入采访，记录了18位外国友人
在深圳的工作与生活，以及他们眼中的
中国与深圳。这18位外国友人分别来自
巴西、英国、以色列、意大利、亚美尼亚、
澳大利亚、美国等，涵盖五大洲，涉及科
技、经贸、教育、音乐、慈善、体育、设计、
传媒等多个领域。

真实性是微纪录片最核心的特征，
《世界在深圳》主要表现为创作素材取
材于真实生活，表现对象是真实人物与
真实事件。主创团队在创作微纪录片
时，从现实生活中摄录素材，通过当事
人口述呈现相关的故事场景，使其叙事
尽可能接近真实场景，让观众产生强烈
的真实感和在场感。系列微纪录片在坚
持真实性和写实风格原则的同时，将简

单的事件转化为更加有趣和戏剧性的口
述故事，提升受众的观看体验。

《世界在深圳》呈现出鲜明的写实风
格与纪实精神，其主要特征表现在选题
内容平民化，而非选取人物的英雄化。

《世界在深圳》所摄录的人物都是日常生
活中的普通人，摄录重点是生活中的小
细节。而摄录小故事，聚焦普通生活景
象，也蕴藏着“每个人都是自己平凡生活
中的英雄”的丰富内涵，让微纪录片处处
呈现出一股人情味和烟火气。

口述故事烘托现场感受

《世界在深圳》通过外国友人平实、
自然的叙述，展现深圳与世界的“零距
离”。在他们眼里，深圳是各国人士创业
创造的热土、美好生活的家园、绿美满目
的花园、幸福和谐的乐园。

一对巴西和意大利夫妇在视频中表
示，深圳是他们的福地，他们在深圳结婚
成家，创办了公司。来自英国的数学老师
玛丽安·穆特泽尔费尔特感慨：“如果我
是10年前来到这里，会在这里再待上10
年。深圳的一切都被绚丽的光所照亮。”
意大利工程师利奥纳多·保罗感叹：“这
里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在华强北一条街，
就可以找到所需的一切。”

作为事件的直接见证者、亲历者，第
一视角也营造出非常强的现场感。而这
些见证深圳发展的亲历者，更是深圳城
市发展的见证者，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来
讲述故事，用自己的亲身经历鲜活地还
原城市的发展史。

在新媒体语境下，《世界在深圳》利
用口述故事、回忆过往的形式，不仅让系

列微纪录片真实、翔实地展示人物的个
人经历，而且呈现出亲历者对过往记忆
特有的文化价值。主创团队在拍摄这一
系列纪录片时，兼顾讲述者的特点和纪
录片的选题需求，既有足够的故事性，又
有足够的画面表现力。

此外，系列微纪录片中的讲述者对
于深圳，均带有极强的身份认同感，他们
用口述的形式再现深圳的人文风情，通
过跨文化传播，成功地将可信、可爱、可
敬的中国形象传达给了全球受众。

个人视角书写深圳故事

每一个人都是城市的亲历者，在个
人的视角之下，城市也会呈现出不同的
面貌。《世界在深圳》故事生动，中英双语
讲解。对中国人而言，这个系列作品可以
揭开“老外在中国是怎样生活的”谜底；
对外国人而言，这个系列可以解答“中国
深圳为什么发展得那么好、国际化程度
那么高”。

事实上，《世界在深圳》秉承人人都
是记录者的创作理念，在精练短小的影
像篇幅之中，以细微的生活点滴，再现历
史的某一个片段和人物经历。在选择主
角人物时，主创团队以平民视角来真实
地展现大部分人的所见、所听、所感、所
悟，使微纪录片在较短的时间内，尽可能
地展现出无限大的场景空间，更朴实地
呈现大时代的风貌。和传统纪录片喜欢
追求宏大主题、偏好塑造恢宏场景不
同，《世界在深圳》更倾向于使用小场
景来精致地刻画主题事件，形成直抒胸
臆的效果，从而高效集中观众的注意力。
也正因为场景小，刻画精致，观众能快速
对该微纪录片中自然流露与表达的情感
产生共鸣。

微纪录片的“微”主题、“微”人物、
“微”场景，决定了其中的情感是“小情
感”。《世界在深圳》充分表现普通人物的
情感变化，让纪录片的整体情感更加饱
满，进而展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进程。
在媒介融合时代，《世界在深圳》站在观
众的角度找到合适的切入点，呈现出城
市的独特面貌，在传播过程中也更能得
到观众的认同。

《深圳特区报》系列微纪录片《世界在深圳——外国友人在深圳》

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式现代化
□本报记者 徐平

2023年8月16日是焦裕禄同志诞辰101
周年，2024 年 5 月 14 日是焦裕禄同志逝世
60 周年。在这两个重要时间节点之间，开
封日报社于11月20日至29日推出《焦裕禄
精神在新疆大地的回响》系列报道，产生了
广泛的社会影响。

角度新颖 主题鲜明

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焦裕禄精神一直是各大媒体关注报道
的重点。作为焦裕禄精神发源地的开封党
媒，如何在重大老题材和众多报道中，挖掘
出不同于以往的新内容新角度新形式？跳出
兰考、跳出河南、跳出地域成为焦裕禄精神
报道的新尝试。

11月20日，开封日报社以连版的形式推
出1.2万字长篇通讯《焦裕禄精神在新疆大地
的回响》，向人们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发
源于河南兰考的焦裕禄精神，何以依托于一
篇通讯和一张照片，翻越千山万水，在 2500
多公里之外的哈密、在新疆大地播下了精神
的火种，发扬光大，历久弥新。

半个多世纪以来，焦裕禄精神激励、影
响了千千万万人，阿布列林·阿不列孜是最
典型的一个。通讯娓娓道来，记述了阿布列
林从15岁开始，以焦裕禄为人生楷模，以
当好焦裕禄的学生为毕生追求，57 年孜孜
以求，坚守一个朴素而有力的信念——为人
民服务，被中宣部评为“时代楷模”，光荣
地成为焦裕禄精神的当代传人。报道在新疆
哈密和河南兰考之间反复切换，通过新疆人
阿布列林的自述，及其家人、朋友、同事、
各界群众的评价、叙述，引导读者学习榜
样。值得一提的是，这篇通讯发表在第二批
主题教育期间，具有更加特别的鼓舞、震撼
和启示作用。

11月29日，《开封日报》3版刊发重要
评论《榜样的力量》，对系列报道进行高度
总结升华，为这次高端重磅策划画上圆满的
句号。阅读报道可以看到，《焦裕禄精神在
新疆大地的回响》系列作品角度新颖。结合
时代特点，巧妙选取全新角度，以小见大、
由点及面，通过生动细节、典型故事生动深
刻地反映这一典型人物，提升新闻价值。同
时，作品采写扎实、主题鲜明、现场感强，
文笔流畅、细节感人、文采斐然，既有宏观
思考评述，又有鲜活的人物细节和故事情
节，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此外，报道在新疆哈密和河南兰考之间
自由切换，运用了大量细节烘托主题，文字
细腻质朴。出场人物的语言各具风格，符合
自己的身份定位。如妻子的“讲原则，又讲
感情”、女儿的“爸爸会为了帮助一个素不
相识的人而多方奔走，但不会动用自己的关
系为家人谋一丁点私利。上学时，爸爸就要
求我向焦裕禄的子女们学习，自强自立”
等，真实自然地再现了主人公的品格，呈现
出有血有肉、丰厚饱满的人物形象。

多媒发布 反响强烈

在《焦裕禄精神在新疆大地的回响》采
访报道传播过程中，开封日报社综合运用消
息、通讯、评论、微纪录片、系列短视频、
H5长卷等多种形式，从多个角度对阿布列
林这一重大典型进行多媒体、全方位、立体
化的深度报道，多元化、互动式传播，整个
报道声势宏大、立体生动、直抵人心。

开封日报社报网端微联袂推出长篇通讯
《焦裕禄精神在新疆大地的回响》，《哈密日
报》同步推出汉文版与维吾尔文版。报道刊
发后被200余家媒体转发，全网浏览量过千
万。开封日报社迅速跟进报道，发布消息、
通讯、评论等形式的相关报道100余篇，推
送视频报道近 20 期，产生了巨大影响力。
焦裕禄干部学院教务部主任张龙评价道：

“政声人去后，丰碑民心上。这篇文章从不
同角度反映了焦裕禄精神的强大生命力和感
召力，揭示了焦裕禄精神的内涵实质。”

如在 《〈焦裕禄精神在新疆大地的回
响〉 在新疆哈密引起热烈反响》 一文中，

《开封日报》写道：“《哈密日报》汉文版与
维吾尔文版通过新媒体传播后，国内尤其是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主流媒体门户网站纷纷
转载，在线上线下引起各族干部群众热烈反
响，新疆干部群众从阿布列林身上，感受到
了精神的力量、信仰的力量。网民‘时光’
说阿布列林一生学习弘扬践行焦裕禄精神，
他构筑起了一个精神高地，是我们所有人都
应该学习的榜样。”

广大网友也纷纷表示：“比起阿布列林这
样的‘时代楷模’，我们除了感动，就是敬意，
唯有努力工作。”“阿布列林一家人展示了新
时期新疆人的风采，是新疆人的骄傲。”

总的来说，《焦裕禄精神在新疆大地的
回响》系列报道弘扬焦裕禄精神，传播社会
正能量，体现了主流媒体的责任担当，契合
时代要求和社会心理需求，充分展现了政治
意识、大局意识、导向意识，表现了主流媒
体的新闻敏感和责任感。系列报道以其高远
的政治站位、立体丰富的报道形式，使这样
一个维吾尔族家庭四代人57年学习弘扬践
行焦裕禄精神的重大典型润物无声、入脑入
心，为河南推动第二批主题教育走深走实树
立了学习榜样，提供了强劲的舆论助力。

开封日报社《焦裕禄精神在
新疆大地的回响》系列报道

跳出地域 从“新”讲述
□本报记者 吴明娟

■一栏一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