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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策一评

尽管已经来到了 1 月底，但对于
2024 年的展望和憧憬，大家一直没有
停止。日前，新华社推出的“岁末年初
话信心”系列报道，用简洁明快的短视
频形式，全景展现全国各地、各行各业
对2023年的总结和新年的展望。《乡村
振兴展现新气象》《让更多科技成果转
化落地》《银发经济迎来广阔市场空
间》 等一系列报道，从不同的角度切
入，让受众在各行各业的岁末年初总结
中寻找到自己的兴趣、信心所在。

行业和群体范围覆盖广

“岁末年初话信心”系列报道的整
体覆盖范围较为广泛，并且整个系列报
道在风格上高度统一，这需要策划者前
期进行较为全面的策划，调动各地记者
迅速展开报道。

在“岁末年初话信心”系列报道
中，报道尽可能覆盖更多的行业和群
体，展现各行业的风采和信心。每个视
频的时间不算长，但都尽可能地展现了
干货内容，既有成果，也有新年展望。

比如，《银发经济迎来广阔市场空
间》 关注老年群体，其中提到了天津
一家智慧养老企业展厅里，展示着各
种各样的居家养老产品和适老化改造
设施：便于老年人起身的智能升降沙
发、可升降床垫，辅助老人洗澡的侧
开门浴缸、坐式淋浴，防止老年人走
失的定位鞋，老年人摔倒后起到保护
作用的气囊防摔衣……此外，《银发经
济迎来广阔市场空间》还给出了相应的
观点和新年展望：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
不断加深，老年人在居家养老、就医用
药、康养照护等方面需求很大。发展银
发经济，既解决老年人急难愁盼的问
题，让他们安享幸福晚年，更有助于发
掘潜力，优化经济结构，更好稳增长，
推动高质量发展。

“2023年，国家实验室体系建设有
力推进，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等科技新

赛道处在世界第一梯队。2023 年前 11
个月，我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10.5%，快于全部投资 7.6 个百分点。”
面对一些较为专业的内容和术语，《让
更多科技成果转化落地》这篇报道用众
多的数据对 2023 年的成果进行展示，
再加以记者通俗化的解说，使得内容更
易看懂。同时，视频还展示了记者体验
这些科技成果的画面，记者对机器说出

“画一张欢度中国龙年春节喜庆祥和图
片”的需求，眼前的讯飞星火大模型就
可以根据需求，创作出AIGC图片、应
用程序、简历、新闻稿等各类高质量产
品，让人眼前一亮。这样直观地将记者
的体验展示出来，也避免了受众高新技
术不易理解的问题，让大家直接看到科
技成果。

同样，在《乡村振兴展现新气象》这
篇报道中，记者也是深入人群，感受乡村
振兴带来的成果。在贵州省榕江县高文

村，村民们吹起芦笙跳起舞，为新一季的
“村超”助威造势。“村超”是乡村振兴成
果中的一个具体体现，报道通过这样的
精准聚焦和生动呈现，让人们看到了这
里的热闹场景，也就不难理解，去年，“村
超”为当地吸引游客超519万人次，实现
综合旅游收入近60亿元。

视频短小内容精练

在“岁末年初话信心”系列报道中可
以发现，每篇报道配发的视频都是竖屏
短视频，时长基本在3分钟左右。视频
时长短，但其中的内容都是干货，将最精
华的部分进行呈现。

比如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这
篇报道中，呈现的主要内容是营商环境
的优化，让民营企业感受到实实在在的
便利。记者在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的企
业开办区进行实地体验，感受到一项名

为“零材料 打包办”的极简审批模式给
前来办事的企业节省了许多时间，省去
了不少麻烦。3 分钟以内的视频，就呈
现了包括民营企业、市场监管局注册审
批处等多个采访对象，内容可谓丰富。

在“岁末年初话信心”系列报道
中，有不少报道都会用各项数据进行成
果的展现。比如在《消费活力涌动 潜
力持续释放》这篇报道中，记者来到云
南省昆明斗南花卉市场了解花卉的消费
情况，其中采访到了当地的快递小哥，
他提到了从云南昆明发出的鲜花数据。
在快递小哥提到这些数据的同时，视频
中也将这些数据同步以较为醒目的形式
呈现，增强呈现效果，比如一些向上的
箭头、方框等，把这些数据作为重点内
容进行了呈现。

“面食顶流”山东大饽饽逐渐“火
出圈”，背后是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
安全供给。在《13908亿斤 粮食生产
再丰收》这篇报道中，记者来到山东省
威海市进行采访。视频开头，就呈现了
众多花样馒头，可以翻的古书、可以剥
开的橘子、漂亮的寿桃……这些馒头的
化形，是我国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的直
观体现。展示花样繁多的馒头形态，也
更易吸引受众观看这个视频，感受我国
粮食总产量的好成绩。

可以看到，“岁末年初话信心”系
列报道要呈现的主题是较为宏大的，如
何将这样的主题进行很好呈现？每篇具
体报道不约而同选择了从小角度切入，
选择一个代表性的案例进行呈现。由于
报道中有较多的成果展现需要数据进行
支撑，“岁末年初话信心”系列报道巧
妙地将这些数据以不同形式穿插在视频
中，以不枯燥繁琐的方式展现出来，并
较多呈现采访对象和记者的亲身体验，
让大家实现了沉浸式观看。而且每篇报
道的标题都直观展示了这一领域的成
果，用简短的文字、视频内容提振了大
家对新的一年的信心，是一次较为成功
的系列报道。

新华社“岁末年初话信心”系列报道

短视频短文字也有大主题
□本报记者 齐雅文

重庆 60 岁以上老年人有 712.11 万
人，65 岁以上老年人 588.16 万人，面
对老龄化浪潮，这座老龄化程度居全国
第二的城市该如何应对老龄化？如何看
待眼下的“养老焦虑”？1 月 9 日至 15
日，《重庆日报》连续7天推出“养老
调查系列报道”，聆听老人心声，提出
切实建议，探索破局之路。连日来，社
会各界纷纷点赞这组报道“代表老人心
声、提供行业指引”。

共情读者 代表老人心声

在《重庆日报》“养老调查系列报
道”中，记者深入社区，聆听老人心
声；走进养老机构，打探运营状况；采
访相关专家，为应对老龄化提出建议。
报道连发七问：过节，接不接养老院的
老人回家？你想象中的退休生活是怎么
样的？你家老人怕体检吗？钱不多咋养
老？面对数字鸿沟老年人该怎么办？

“一人失能，全家失衡”困局怎么破？
靠谱的保姆去哪找？基于此，重庆应该
从哪些方面发力？一个个极具贴近性的
养老话题引起读者共情，吸引许多市民
激情“追更”。

根据此前 《重庆日报》 对 7000 余
位老人进行的问卷调查，月收入在
1000元以下的老人占比30%。

“好的养老院一个月要七八千，便
宜的也要两三千，而且还要排队。”面
对这样的社会现状，《如何为低收入人
群提供更好的养老服务》的报道以问题
意识展开。文中，记者通过调查走访提
出的“入住养老院成了部分老人的奢
望”“城里低收入老人情况如此，农村
老人又该如何呢”“那些收入水平在
3000 元以下的老人是不是就不能享受
社会提供的养老服务了呢”等问题，作
为引子环环相扣，逻辑清晰，让不少读
者产生共情。

“《重庆日报》办了一件大好事，
养老问题是社会关注的热门话题，系列
报道全面深入地反映了目前我们老年人
面临的问题。”《重庆日报》九旬读者点
赞系列报道。“没想到党报对我们老年
人的关注度如此高，方方面面都想到

了，尤其是《退休后，老年人怎样过得
更有滋味》这一篇，简直说到我心坎上
了。”大渡口区新山村街道沪汉社区居
民70岁的周德舒由衷感叹。

报道在网络上被频繁讨论，不仅让
中老年人开始思考客观年龄增加的问
题，也让年轻人在主观心理上接受“老
去臆想”。他们开始关注父母养老和自
己未来的养老问题，认为年轻人越早开
始考虑养老问题，越有利于个人养老规
划的制定和实施。

明确方向 提供行业指引

此次“养老调查系列报道”，《重
庆日报》 选取的养老样本具有代表
性，较全面地反映了重庆市养老服务
发展以及老年人的养老需求情况，对
行业启发很大。

重庆市是全国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

较早的省市之一，并呈现出基数大、失
能多、增速快的特点。“一人失能，全
家失衡”，这8个字揭示了失能失智老
人家庭照护困局。社会应该形成怎样的
失能失智照护体系？老人如何活得更有
尊严？带着这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记者
随机走访调查了近 20 户失能失智老人
家庭，得出“陪护失能老人，家属苦不
堪言”的结论。

面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存在
家庭适老化改造不足、老年友好社区环
境不足、专业照护人员不足等问题，照
护者的疲惫究竟如何安放？记者调查发
现，这不是个无解题，基层已开始一些
探索。

据报道，重庆仁爱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联动香炉山街道辖区医院、街道养老
服务中心、高校康复护理专业等资源，
组建起一支专业的照护志愿团队，只为
给失能失智老人家属一些喘息空间。这

些“喘息服务”还让照护者学习护理技
能，把专业的照护服务送到老人身边。
在这些“喘息服务”中，照护者得以短
暂“脱身”，与亲戚朋友聚会，拥有了
些许可支配的时间。此外，一些民办养
老机构和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也给出了
相应的服务措施。

这些调研报道，不但为老人开辟了
倾诉、求助的渠道，也为从事养老服务
的机构、社区工作者等搭建了沟通互动
的平台。

梳理难题 探索破局之路

媒体对养老的报道有很多，但有些
停留在表层。《重庆日报》此次系列报
道从不同方面梳理难题，对养老问题进
行较为全面的调查分析，并多角度、多
层次进行深入报道，具有很强的社会意
义，这对政府下一步深入思考养老一系
列难题破局提供了借鉴和指导。

在《如何帮助老人跨越数字鸿沟》这
篇报道中，老年人不会用手机打车，不会
线上挂号，即时通讯工具也不会用……
老年人如何顺利跨过数字鸿沟？

阅读后可以发现，报道不仅呈现问
题，也提供解决方案。报道不仅仅停留
在了报纸上，也呈现了线下读者的见解。

《重庆日报》聚焦养老“七问”与
北碚区东阳街道进一步擦亮“爱·暮
年”品牌提供了事实遵循和有效指引。
报道《怎样让退休后的‘重启人生’丰
富多彩》，与其正在进行的问卷调查不
谋而合。

《重庆日报》“养老调查系列报道”
采取全媒体方式推广，数据显示，全平
台传播量22万+，深受读者好评。除了
内容优质外，《重庆日报》在新媒体传
播方面也独具匠心。如新重庆客户端推
出的 《重庆养老调查，你追更了吗？》
中，专门策划设计了7幅漫画来充实报
纸版面，以二维码指引读者线上扫码进
入深度阅读。漫画图文并茂，画面生
动，充满温情，除了用老年人喜爱的大
字体以外，还设置了短小精悍的故事情
节，语言风格也颇有地方特色，足见小
编的巧思。

《重庆日报》“养老调查系列报道”

聚焦养老“七问” 探索破局之路
□本报记者 吴明娟

“如何精准务实培育乡村产业”“如何发
展 新 质 生 产 力 ”“ 如 何 完 善 联 农 带 农 机
制”……连日来，群众新闻客户端推出的

“2024年中国经济这么干”专题，采用可视化
新闻的形式，提炼文字稿件的核心要义，用生
动、简明、传神的图例，将抽象的信息转化为
形象的内容，呈现出主流媒体对于国计民生
问题传播创新的表达。

用互联网思维呈现时政内容

群众新闻客户端推出的可视化新媒体专
题“2024年中国经济这么干”，用图解新闻的
形式，策划制作出简明、形象、易懂的新闻产
品，在舆论生态和媒体传播格局飞速变化的
当下，为新媒体的创新报道提供了参考范例。

“2024 年中国经济这么干”专题将文字稿件
进行提炼，转化为图形、图例等形式，使原本
抽象的信息变得更加直观和易于理解，让关
乎国计民生的时政报道变得更加通俗易懂，
为读者提供了全新的阅读体验。

主创团队将《人民日报》刊登的重要报道
进行二次创作，以民生视角为选题切入点，探
索时政新闻内容与受众之间的平衡点。《积极
的财政政策如何适度加力、提质增效》《如何
确保今年粮食产量在1.3万亿斤以上》均是围
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寻找时政报道和受众
日常生活的关联点，从人民群众的关注点中
找选题。这些选题的内容与百姓工作、生活密
切相关，又契合互联网新思维，有效提升了新
闻产品的普及性与实用性。

“2024 年中国经济这么干”专题不是简
单地将文字内容转变成可视化新闻，而是主
创团队对原有的文字内容进行了二次信息提
炼，打破程式化语态，以长图的形式，将重要
信息以直观、清晰、易懂的方式传播出去，让
受众一目了然。群众新闻客户端用“图个明
白”作为关键词，一语道出了图说新闻、图解
新闻的本质，即在保证新闻内容价值正确性、
政策方针解读客观性的基础上，强化文字、数
据的梳理，丰富报道内涵和增加思想厚度，让
新闻产品兼具思想性与趣味性。

可视化传播匹配新媒体语境

从时政文字报道中提炼简明扼要的“金
句”，是“2024 年中国经济这么干”专题的特
点，如“外贸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促
进民营企业发展壮大”等大量“金句”在显著
位置呈现，让用户看得懂、能理解，拉近了时
政报道与受众之间的距离。

在展示“金句”的基础上，该专题还增加
了与主题相关的数据信息，以数据来反映人
民生活变化，进而印证金句的真理性。在数据
处理上，主创团队重点围绕数据结构、逻辑关
系等进行分析，从数据中挖掘和传递深度价
值，经过抽丝剥茧的提炼展示，实现数据信息
的有效传播。

主创团队重视产品视觉表达，进一步提
升了新媒体产品报道的质量。以“上接政策、
下接地气”为目标，运用设计语言制作长图，
成功打造出风格固定、辨识度高的产品形态。

在图片选用方面，为了突出可视化特色、
呈现更好的阅读效果，团队对图片素材的选
择和使用，坚持与文字内容相得益彰。“2024
年中国经济这么干”专题的图片紧扣主题，构
图规整、色彩明亮，漫画人物形象呈现出昂扬
姿态。此外，长图中适当加入漫画元素，增加
柔性表达，打破了时政报道过于紧绷的表现，
淡化了受众对官方舆论场的刻板印象，让国
计与民生在报道中实现了融合。

群众新闻客户端推出的可视化新闻、图
解新闻，作为主流媒体创新时政新闻报道形
态的新媒体产品，在秉承传统时政报道内容
本质的基础上，在主题策划、素材整合与视觉
呈现方面，开拓思维，精益求精，很好地适应
了新媒体时代的传播语境，为媒体融合向纵
深发展和在主流舆论场发出强有力的声音，
带来了新的活力。

群众新闻客户端“2024年
中国经济这么干”专题

可视化新闻
呈现国计民生
□本报记者 徐平

■良策剖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