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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策一评

近日，深圳晚报微信公众号以“湾区生活
美学家”为定位，在黄金时段推出了品质生活
栏目《多面深活》，通过独特的视角和深入的
报道，探索深圳美好、新鲜的另一面，为读者
呈现深圳吃喝玩乐的新潮流、新发现，展示湾
区丰富多彩的生活画卷。

深度与品质 展现“深活”多彩

《多面深活》这个栏目的名称富有创意，
“多面”意味着栏目呈现湾区生活的多个方
面，使读者能够全面了解这个地区的风土人
情、文化特色和生活方式。而“深活”则突出
了对生活的深入探索，使读者能够深入感受
湾区生活的魅力。

该栏目在内容上注重品质和深度，通过
精心策划和采编，为读者提供了高质量的生
活资讯和文化体验。无论是美食、时尚、艺术
还是旅行等，每篇文章都经过深入挖掘和精
心打磨，力求给读者带来有价值的信息和独
特的视角。

《多面深活》栏目的文章深入挖掘湾区
生活的各个方面，从美食、文化、艺术到旅
行等，为读者提供了全面而深入的了解。例
如，《深圳人都在求偶遇！街头这一车一人
爆火》《深圳这个村被低估了》《深圳人一起
走花路吧》等报道下沉聚焦各个领域，能够
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探索湾区生活的多样性
和深度。多样的报道对象通过独特的视角和
深入的分析，使读者对湾区生活有了更深入
的认识。

深圳晚报社品质生活栏目《多面深活》

深度+温度
展示新发现
□本报记者 李美霖

在融媒体时代，采访内容的多端呈
现为系列报道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但
也对媒体的整体排兵布阵以及内容呈现
提出了更高要求。

潮新闻于 2023 年 11 月 12 日启动
“潮涌之江·对话县委书记”大型融媒访
谈，采用社长对话县委书记的方式开展
访谈，采访内容在报纸、客户端呈现，
迄今已经进行了对 12 个县 （区） 的访
谈。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报社对这一访
谈活动的内容深入挖掘，“一鱼多吃”，
有几十秒的精彩回答视频，也有几千字
的发展经验分析，还分不同主题，对不
同县 （区） 的访谈内容进行了综合呈
现，是一组集中体现媒体践行“四力”
的报道。

策划清晰 条分缕析

这一系列访谈因何而起？在“开栏
的话”中可以找到答案。访谈的背景是
浙江省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
浙江重要讲话精神，贯彻省委十五届四
次全会精神，报道的目的则是“全面反映
各地领导干部带头深学细悟、宣传宣讲、
深入调研、真抓实干的精神风貌”。

“开栏的话”提及的背景和目的宏
大高远，但落实在新闻报道中，则需要
具象生动，方能打动人心。潮新闻选择
了县 （区） 级领导干部作为访谈对象，
充分结合了浙江特色，即县域经济较为
发达，不同县（区）可谓发展亮点有的
聊，故事一抓一大把。

从已经推出的访谈来看，选择县
（区） 作为报道对象，的确十分能“出
菜”，无论是和 233 个国家和地区有贸
易往来的小商品之都义乌，还是“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诞生地
安吉，浙江的多个县 （区） 对于浙江
省甚至全国来说，都是非常具有典型
意义的、可供解剖的“麻雀”，讲好它
们的故事，也能很好地折射出中国的
发展故事。

在采访形式上，浙江日报报业集团
社长、党委书记姜军以采访人的形式对
话县（区）级领导干部，同级对话，充
分体现报社对这一系列采访的重视，多

地主政一方的领导干部受邀接受访谈，
体现出媒体的影响力和权威性，报道效
果上，也能够通过“一把手”视角，更
加全面地呈现县（区）特点。

巧用融媒 多元呈现

在潮新闻客户端的“社长对话县委
书记”大型融媒访谈专题页面中，可以
看到已经完成访谈的 12 个县 （区） 的
名字，点开每个县（区）的名字，可以
看到六七篇稿件，形成一个小系列。

就拿仙居县来说，其下有 7 篇文
章，第一篇是社长对话县委书记的视频
和问答实录；第二篇是仙居县委书记崔
波的文字采访；第三篇发挥潮新闻《读
端》 的栏目特长，邀请中共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经济学教研部副教授
蔡之兵对仙居县“问计于群众、问计于
企业、问计于干部”工作做法的实效给
予点评；第四篇概括地介绍仙居县的历
史、物产、产业特色；余下3篇都是时
长仅为二十几秒的短视频，呈现了受访
者崔波非常有特点的回答，这几个视频
标题十分生动，如《比亚迪项目落地，
山里的“穷小子”娶到了一个“白富

美”》，这些短视频往往寥寥数语，比
如有一则短视频中，受访人崔波说：

“仙居有一支好的干部队伍，我说同志
们，我们要做共产党员的干部，共产党
员的干部是什么？同志们跟我上，我是
冲在前面的，而不能成为同志们给我
上，这是不行的。”虽然话语不多，但
非常能体现受访者特点，也让观众有记
忆点。

在“社长对话县委书记”大型融媒
访谈中，报社的确非常巧妙地发挥了

“融媒”特点，说得精彩的话，剪成短
视频；工作中的突出亮点，邀请专家学
者点评出来；还贴心地为读者奉上受访
地的简介，让读者读完一组报道，便能
对受访地有较为多元的了解，体现了媒
体从多维视角“解剖麻雀”的功力，也
为受访地提供了很好的宣传平台。

梳理深挖 综合呈现

一般情况下，系列报道中，对不同
受访对象分别呈现之后就结束了，但在

“社长对话县委书记”大型融媒访谈专
题页面中，在 12 个县 （区） 报道前还
设置了《综合报道》，显得与众不同。

在《综合报道》一栏中，可以看到
互动H5，点开后可以看到一张浙江省
地图，已经采访的县（区）在图上被标
注出来，读者点击相应地名，就可以看
到对此地的融媒体报道。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在综合报道
中，分不同主题对受访人的精彩回答进
行了再次梳理，如在“共富”篇中，提
炼出了嘉善、普陀、仙居、安吉、诸暨
五地的做法，分别用百余字的文字和1
分钟左右的采访视频加以呈现，不同地
域共论同一话题，颇有“隔空同论道”
之感。而“兴趣爱好”篇则呈现了受访
人不同的兴趣爱好，为严肃的报道带来
了活泼的气息。

在综合报道中，姜军作为采访人，
分享了实施这一系列采访遵循的“九个
维度”，正如姜军所言，“与浙江12位
县委书记对话，要想在短时间的访谈中
完整探寻他们的‘治县秘籍’，是一项
艰难的任务”。而这一系列访谈能够得
以精彩呈现，离不开从采访之初便有的
清晰的策划、脚踏实地的采访以及洞悉
融媒体传播特点的呈现，浙报集团由此
展现的“解剖麻雀”和“一鱼多吃”的
能力，值得称道。

潮新闻推出“社长对话县委书记”大型融媒访谈

“解剖麻雀”讲故事 “一鱼多吃”融传播
□本报记者 隋明照

在宁夏，贺兰山、六盘山、罗山
“三山”以巍然、以绿意拦截寒流，阻
挡沙漠扩侵，庇佑生灵。习近平总书
记考察宁夏时指出，宁夏是西北地区
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要大力加强绿
色屏障建设。

宁夏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精神，牢固树立生态优先的理
念，大力实施生态立区战略，多年来
对贺兰山、六盘山、罗山“三山”生态
环境进行综合整治，并取得显著成效。
2024年1月，宁夏日报报业集团组建全
媒体报道团队，以“三山”为生态坐
标，探访秘境里的“精灵”，用笔触、
镜头和手绘，记录尊重自然、顺应自
然、保护自然的动人故事，展现宁夏打
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生态宝地
的奋进足迹。

多维科普 层层递进

“三山里的精灵”是指贺兰山、六
盘山、罗山三座山中的珍稀动物，选
题视角独特，团队通过展现“三山”
生物多样性，侧面展示宁夏绿水青
山，生物与环境和谐共生的美景。

初看 《宁夏日报》“三山里的精
灵”系列报道所在版面，各篇篇幅短
小，内容细碎。仔细看可以发现，内
容虽短但不缺丰富性，趣味化地向大
众科普了各生物特性，阅读体验轻
松。团队将内容细分为“精灵档案”

“精灵物语”“精灵故事”3 个部分，
从不同的维度，层层递进揭开“精
灵”的神秘面纱。

“精灵档案”是以传统科普的形式
出现，向读者介绍“精灵”别名、学
名以及分布情况，为增强读者印象，
每一个档案还为“精灵”搭配上了插
画，绘制风格写实，清新素雅。

“精灵物语”则像是“精灵”的自

我介绍，以拟人手法的第一视角告诉
读者“精灵”的不同特点与习性，各
个身怀绝技。“我的家在贺兰山，这里
物产丰富，水源充足，安静的环境让
家族成员数量逐年增加”“在这里，我
处于食物链顶端，是当仁不让的‘森林
之王’，日子过得颇为逍遥，就是容易

‘幸福肥’”“我们被称为动物界的‘攀
岩高手’，拥有如此强大的逃生能力，
凶猛的野兽能奈我何”，一句句话语似
乎将“精灵”写活了一般，活泼的口吻
呈现出它们在这片乐土得到的无限满
足，这不仅是在做自我推介，更像是在
赞美、感谢环境越来越优越，让它们的
生活越来越美好。

到“精灵故事”部分，传统意义
的新闻语言才出现，记者在专业人员

的带领下实地走进“三山”，去捕捉
“精灵”的身影，期待近距离接触到
“精灵”。“精灵故事”的文章，文笔平
实，却又善于细节描写，像是一篇篇
调研日记，阅读起来让读者有了身临
其境的错觉。

记者着重记录了寻找“精灵”的
过程与惊喜，有一到贺兰山就见到马
鹿群体的幸运，也有苦苦等待“偶
遇”罗山寻羚的喜悦。文章里有一些
语言描写，让文稿更增添了一份温
度，体现的是人对“精灵”的珍视，
也有环境与“精灵”的共生理念。

如果将“精灵档案”“精灵物语”
的内容定义为科普传播，那么“精灵
故事”中细节的呈现则是这次报道中
浓厚的人文关怀。

全媒传播 立体呈现

“三山里的精灵”系列报道中穿插
了许多图片影像，记者还将寻找“精
灵”的过程做成了短视频，全媒体形式
的报道让更多人了解到宁夏的自然生态
环境，呼吁更多的人去保护自然环境。

值得一提的是，该系列短视频拍摄
与剪辑采用了纪录片式的手法，向读者
呈现了“三山”最真实的人文生态。

如 《贺兰山岩羊·羊王之后》，记
者用扎实的文笔在开头描写这一鲜活
的画面：“老黑，下山吃粮喽……”

“下山吃粮喽……”“吃粮喽……”一
声召唤，空谷回响，声音掠过山脊，
渐行渐远，只留下雄厚的尾音在群山
峻岭间一点点扫过。片刻，东边的山
坳、南边的山脊，冒出一个个移动的
黑点。黑点逐渐增多，串成线、连成
片，浩浩荡荡向护林员聂洧涌来。

这是护林员聂洧在呼唤岩羊时候
的场景，仅仅是阅读以上文字就画面
感十足，没想到报道视频中也拍摄到
了这一互动，让静态的文字内容更加
具象化，动了起来。为什么要突出这
个画面？原来贺兰山已经有 20 年的人
工喂养岩羊历史，山里岩羊族群的壮
大不仅得益于环境的改善，还有人类
与岩羊团结协作、已经相处成为家人
的温暖故事。

总体看，“三山里的精灵”系列报
道形式丰富、文图视频相互补充，让
报道更加生动、形象、直观。笔触可
以让读者更加深入地感受到自然环境
的美丽和神奇，镜头可以捕捉到自然
环境中的细节和动态，手绘则可以让
读者以另类视角感受自然环境的神
奇。这些手段的运用，再加上记者对
细节的深度挖掘，让这一系列报道的
吸引力和感染力一步步增强。

《宁夏日报》“三山里的精灵”系列报道

跟着“精灵” 领略塞上好风光
□本报记者 张福财

呈现多元 网友互动共分享

除了文字报道，《多面深活》栏目善于运
用图片、视频等多媒体元素，使内容更加生
动、直观。通过精美的图片和吸引人的视频，
读者可以更加直观地感受到湾区生活的魅
力。如《深圳这个湖边一夜全红了》，以高质
量的精美组图呈现深圳作为南国城市独有的
冬日风情——美拉德色系的湖畔落羽杉、梦
幻的园林花景、湿地“自然精灵”候鸟以及广
袤无际的冬季大海......

与此同时，《多面深活》栏目注重与网友
的互动，通过编辑语言、网友投稿等方式，让
网友参与到内容创作中，增强了用户的参与
度和黏性。例如在开篇语中写到“还在为周
末去哪里打卡而纠结吗？是否也曾有过深夜
翻遍各大社交平台做美食攻略做到头大的经
历呢？别急，懂你的小晚要放大招了！”这
样接地气的编辑语言，拉近了读者与媒体的
距离。不少网友留言表示：“晚总请客吗”

“饿了，小晚你要对我负责”“烟火人间，这
么多美食”。

此外，《多面深活》栏目在微信公众号平
台上进行推广的同时，还通过其他社交媒体
平台进行传播，扩大了影响力和覆盖面。

提供指南 增强媒体指导性

《多面深活》栏目通过对湾区的文化、艺
术等方面进行的深入报道，助力推广和传播
湾区的特色文化，增进人们对该地区的了解
和认识。比如，部分报道介绍了湾区的传统
手工艺品和民间艺术表演的内容，让更多人
了解到湾区独特的文化魅力。

此外，《多面深活》栏目为网友提供了丰
富的生活资讯和指南。通过推荐一些特色餐
厅和购物场所，读者能够更好地享受湾区生
活，感受湾区生活的多元性和活力，促进了湾
区人民的凝聚力和认同感。

例如在《多人误入深圳这个山庄，差点走
不出来》这篇报道中，小编带大家探秘“看似
高冷神秘，实则烟火气满满的梅花山庄”。慧
心茶花园由别致的假石与潺潺的流水环绕修
筑而成，从内到外分布着盆景与竹叶，茶韵幽
香，古意隽永，典雅别致……这样文艺气息满
满的语言内容使读者身历其境，享受湾区美
好生活的同时增加了对湾区的认同感。

凭借深度的内容、多元化的呈现方式以
及对湾区生活的积极影响，《多面深活》栏目
成为一个广受关注和推荐的品质生活栏目。

■一栏一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