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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账号影响力周排行
（2月18日—2月24日）

微 博 账 号 影 响 力 值 BII（Mi-
cro-blog Impact Index）由上海交大
大数据与传播创新实验室提供算法及
学术支持。BII值范围0—100，值越高，
代表该微博账号的影响力越大。

（附：媒体行业微博影响力的计算
公式为BII=发布指数×45%+互动指
数×45%+活跃指数×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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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新闻
中国新闻网
人民网
中国新闻周刊
未来网
央广网
央视频
中国日报
央视网
国是直通车
法治日报
法治网
紫光阁
中国警察网
中工网
中国日报网
人民日报
人民政协网
新华网
中国之声
人民政协报
科技日报
光明网
新华社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半月谈
中国证券报
人民日报海外版-海外网
环球时报
环球网
证券时报
中国青年报
看台海
证券日报之声
参考消息
中国妇女报
解放军报
中国台湾网
中国青年网
中国新闻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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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果TV
北京时间
封面新闻
四川观察
九派新闻
澎湃新闻
西部决策
红星新闻
新京报
齐鲁晚报
极目新闻
财联社APP
中国蓝新闻
河南卫视
南方都市报
潇湘晨报
北京青年报
江苏新闻
重庆晨报
济南时报
天目新闻
现代快报
河南新闻广播
天山网
威海播报
河南公共频道
福建日报
都市频道
新华日报
中国山东网
新安晚报
sxrtv-新闻中心
海报新闻
湖北日报
深圳特区报
广东广播电视台
西部网
包头新闻网
青岛新闻网
琅琊新闻网

中央新闻网站及新闻单位

地方新闻网站及新闻单位

2024 年春节到来之际，越南驻华
大使范星梅向 《荷花》 杂志编辑部及

《荷花》杂志的广大中越读者朋友们致
以新春问候和祝福：“望《荷花》杂志
继续发挥关键桥梁作用，积极宣传两国
发展情况和越中友好关系，进一步增进
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巩固社会基
础，为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稳
定和可持续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中越两国山水相连，两国人民之间
有着悠久的传统友谊。为向邻邦越南展
示我国丰富的历史文化、高速发展的经
济、和谐的社会，传达我国睦邻友好、
共同发展的愿望，中国唯一一本中越双
语期刊 《荷花》 杂志于 2002 年应运而
生。2012 年，广西广播电视台 （原广
西人民广播电台）与越南广宁省传媒中
心（原越南广宁广播电视台）签订合作
办刊协议，《荷花》杂志实现了在越南
的落地发行，中越双方各自设立编辑
部，共同组稿。由自主办刊到“两国一
刊”，《荷花》杂志成为促进中越民心相
通的桥梁和纽带。其以“促进中越友
谊、沟通中越合作”为宗旨，刊发内容
涵盖中越两国经济、文化、旅游、美食
等，以导向正确、内容丰富、针对性
强、图文并茂、翻译地道、发行到位而
受到中越读者的欢迎和喜爱。

平民化视角 讲好中国故事

此前，时任越南驻华大使陈文律造
访《荷花》杂志社。他微笑着对杂志社
的工作人员说：“我‘回家’来看看。”
这不仅是越方对《荷花》办刊工作的肯
定，也是一位读者对杂志的肯定。

20余年来，《荷花》杂志紧扣时代
脉搏，做好中越两国高层互访、北京奥
运会、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 50 周年、
中越两国建交 65 周年、中国—东盟建
立对话关系 25 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党的二十大、北京冬奥会、

“一带一路”等重大主题报道，增进了
越南读者对广西、对中国的了解，维护
了睦邻友好的周边关系，增进了中越两
国人民的友谊与合作。

党的二十大召开，不仅是中国的盛
事，也是国际社会进一步读懂中国、读
懂中国共产党、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治
国理政理念和经验的重要窗口，同为社
会主义国家的越南对此尤为关注。《荷
花》杂志将党的二十大这一主题贯穿全
年，选取越南各界普遍关注的基础设施
建设、生态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建
设、中国智造、高水平对外开放等角
度，在每期杂志策划一组深度报道，全
景式生动呈现过去 10 年来中国改革发
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和宝贵经验。大会召
开后，杂志还打通重点栏目，报道大会
盛况，解读二十大报告，阐释新表述新
提法，讲述党代表故事，向越南社会各
界进一步宣介中国主张、中国道路，以
及中国在全球治理中提供的中国经验、
中国智慧。

重大选题之外，《荷花》杂志还特
别关注中国人的生活、中国社会一点一
滴的变化，尤其是注重《荷花》杂志的
定位，关注越南留学生的生活、在桂越
南人的生活，关注中越边境的变化发展
等，着力表现新中国、新社会、新生
活、新风尚，展现中国式现代化所取得
的巨大成就。

正如越南下龙大学学生杜进达所
言：“通过《荷花》杂志能了解更多中
国的文化、经济、名胜古迹以及中国人
民的生活。”

刊物为媒 加强人文交流

20余年来，《荷花》精心策划并组
织了许多走出去、请进来的活动，积极
开展中越文化、新闻方面的交流合作。

比如，2007 年，杂志邀请以时任
越共中央宣教部副部长为团长的越共电

子报记者团到广西访问，并在杂志创刊
5周年之际，与越南越中文化交流中心
在河内共同举办了读者座谈会；从
2011 年起，《荷花》 杂志作为承办单
位，连续多年承办“同唱友谊歌”——
中越歌曲演唱大赛；2013 年，联合越
南之声广播电台组织策划了“走进越南
的中国企业、探访中国的越南企业”系
列采访活动；2018 年，与 《越南画
报》 在越南首都河内联合举办“2018
中国—越南印象”摄影展等，20 余年
间，持续不断的友好交流活动增进了中
越双方的了解和友谊。

2022年，《荷花》杂志中越编辑部
联合举办了中越合办《荷花》杂志10周
年云上座谈会。越南广宁省委委员、宣
教部部长阮红阳就曾提到，10年来，《荷
花》通过介绍中国社会发展和对越中友
好关系作出重大贡献的典型人物，向越
南读者展现了一个文化底蕴深厚、历史
悠久、正在快速稳健发展的中国形象。

作为忠实读者，来自越南河内的范
花英也表示：“读一本《荷花》杂志就
能充分感受到中越两国的特色，包括
历史文化、旅游景点、美食、人文以
及各地美景。”而更多越南读者反馈，
从《荷花》杂志上看到了一个真实的中
国——一个祥和、幸福、发展的中国。

融媒转型 吸引年轻受众

“我喜欢《荷花》杂志中的《中越
新鲜词》栏目，这里有当下年轻人常用
的流行词。我时常把它分享给朋友一起
看，并探讨如何把那些词翻译成中文，
我觉得很有趣。”越南下龙大学学生黄
中孝曾这样说道。

2015 年，主要面向中越留学生的
杂志微信公众号开通。2017 年，杂志
脸书账号开通，账号通过推送中越双
语资讯吸引了大批“Z 世代”网友的
关注。

结合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的时间节
点，2019年10月—12月，《荷花》杂志
联合越南驻南宁总领事馆举办了“在华
越南留学生看中国”系列活动，包括

“新早 （你好） 中国”短视频创意拍大
赛、“荷花杯”翻译大赛、“厉害了我的
青春！”征文大赛。持续3个月的活动
吸引了来自北京、上海、天津、重庆、
云南、江苏、广西等省 （区、市） 20
多所高校的越南留学生踊跃参加，在越
南留学生中获得了很好的反响，展现了
在华留学生眼中美好的中国。同时，获
奖优秀作品在海外脸书平台推送，让更
多的越南人了解了真实、立体的中国，
促进了中越两国人民尤其是年轻人之间
的文化交流、民心相亲。

获得“荷花杯”翻译大赛和“厉害
了我的青春！”征文大赛两个一等奖的
冯阮智聪，是广西民族大学的一名越南
籍博士生，他说：“在征文写作的过程
中，我回忆着自己留学的点点滴滴，有
时甚至会眼眶湿润，感慨万分。”

而获得“新早（你好）中国”短视
频创意拍大赛一等奖的阮重孝就读于中
央戏剧学院，他表示：“获得一等奖，
让我觉得我肩负了更大的责任，我要努
力促进两国文化的交流，成为连接中越
友谊的桥梁！”

“非常棒！”“感谢 《荷花》 杂志，
写得很好。”在微信公众号和脸书推文
上，“在华越南留学生看中国”系列活
动的获奖作品也收获着众多网友的点
赞和留言。为吸引越南年轻网民粉
丝，《荷花》杂志2021—2022年连续策
划拍摄两季“越南留学生看中国”系列
短视频，以越南留学生看中国的美丽山
水、民族风情、传统习俗、美食文化、
历史文化等角度，向越南网民传递友好
声音，展现中国之美、广西之美。该系
列视频在《荷花》杂志微信公众号、脸
书账号、优兔账号推出，在两国间反响
热烈。

《荷花》二十余载耕耘促中越民心相通

展示中国之美 沟通中越合作
□凌晨

封面新闻于龙年春节前启动“龙腾
四海·全球拍客闹龙年”专题策划，通
过邀请全球拍客记录海外华人和外国友
人欢度中国新年的短视频，展现全球视
角下的龙年春节。专题内容在封面新闻
客户端、微博、微信、小红书、优兔等海
内外第三方平台自腊月二十九开始全网
发布，至正月十五元宵节结束，发布期覆
盖整个春节。同时，封面新闻将其中的
优质视频进行双语制作，推动专题内容
的进一步“破圈”与“出海”。

春节为桥梁 全球发征集

封面新闻于 2024 年 1 月 19 日正式
向全球拍客发出征集令，活动一经上线，
受到众多海外华人及国际友人的关注。

活动最终收到来自英国、比利时、
德国、美国、加拿大、巴西、厄瓜多
尔、马来西亚、东帝汶、泰国、日本、
乌兹别克斯坦、几内亚比绍、莫桑比
克、佛得角、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等多国
的投稿，拍客所在地覆盖五大洲。

拍客们拍摄的内容多样，从当地唐
人街气氛、春节游行等庆祝活动、华人

“春晚”、外国友人过春节等多个方面呈
现了海外中国年的热闹场景，让海内外
的网友通过视频感受到了春节——这一
中华传统文化名片的国际影响力。中外
友人以春节为桥梁，共度节日，共飨美
食，在吉庆的氛围中增进了交流与了解。

凝聚全球拍客 展现春节魅力

在征集全球拍客稿件时，封面新闻
多部门协作，向部分具有特色与代表性
的海外拍客发出了邀请。5支四川援外
医疗队是此次活动的重要邀请对象，他
们春节期间不忘使命，坚守在非洲四国
和太平洋岛国东帝汶，医护人员写春联
挂福字，向当地人展示了中国新年必备
的“传统艺能”，并将新春祝福送给祖
国人民。

在千里之外的乌兹别克斯坦，作为

东方电气乌兹别克斯坦吉扎克光伏项目
的项目经理，张弛主动选择留守海外，
坚守岗位。他与 1600 名同事一起，正
在建设当地最大的光伏项目之一。为庆
祝中国春节，当地的乌兹别克斯坦同事
与中国同事一起贴春联送祝福：“你们
的习俗太酷了！龙年大吉！”

拍客们用仁心仁术书写大爱担当，
为建设“一带一路”、提升中国国际地
位与竞争力而不懈努力，为用户献上了
珍贵真诚的内容。绝大多数视频则是来
自留学生、旅居海外的华人与热爱中国
文化的国际友人。今年，来自英国的投
稿尤其多，且几乎都是留学生，大家热
情洋溢地拍摄了唐人街、中国超市、中
国餐厅等地的节日气氛，以及亚洲之外
最大的中国新年庆祝活动——伦敦春节
游行庆典，海内外华人无不为这一文化

“出海”的成果感到自豪。
生活在美国加州硅谷的汤姆和施特

菲是地道的“中国迷”，夫妇二人在斯
坦福大学柏克德国际交流中心做英文教
师，每一年的课堂上都会认识许多来自
中国的留学生。随着师生们的交往，夫
妇二人对于中华文化、中国现状的认识
愈发深刻。“我经常觉得他们比我更
Chinese！”汤姆和施特菲的学生如此感
叹。逛华人超市、吃中餐已成为两人的
日常，家里也有许多来自中国的字画、
摆件、茶叶和香料。为了庆祝龙年春
节，夫妇俩在家里还挂上了年味浓浓的
红灯笼，亲手包了饺子，也向封面新闻
和中国的朋友们送上了新年的祝福！

从一个个自海外投递而来的视频
中，看见好故事，发现新视角，在惊喜
于中国新年如此受欢迎的同时，记者也
了解到海外各国的风土人情与中国文化
的碰撞融合：厄瓜多尔女孩被四川火锅
惊艳到“语无伦次”，老头儿跳起拉丁
舞，充满异国风情但与春节毫不违和；
巴黎春节大游行里“歪果仁”打武术、
穿戏服大秀中国风……春节在全球的红
火，为其他文化背景的人们提供了参与
和体验中国民俗的机会，也为全世界提

供了一个近距离接触、了解中国文化的
窗口。全球拍客将此用镜头记录了下
来，向全世界传递了以春节为代表的中
华文化之美，以及“以和为贵，和而不
同”的价值取向。

话题热度高 汉服频“破圈”

策划初期，封面新闻与小红书官方
合作发起“龙腾四海·全球拍客闹龙
年”专题话题#我的海外中国年#，联
合邀请全球华人博主身着汉服在世界各
地的地标打卡并制作视频，话题#万名
博主点亮汉服世界地图#一度在春节期
间登上微博热搜。

优兔、Instagram、推特等海外第三

方平台也同步发布了拍客们的视频作
品，受到海外用户的关注及点赞。封面
新闻与全球拍客携手共创，使“龙腾四
海·全球拍客闹龙年”专题内容取得了
全球全网传播破亿的好成绩。优秀的传
播数据说明海内外的许多朋友看到了拍
客们的视频，许多人感受到了中国传统
节日——春节其中的文化魅力和友好的
国际交流的重要意义。

但破亿从来不是目的，讲好中国故
事，制作优质国际传播内容，不断输出
优秀的中国文化与价值取向，才是媒体
人需要为之努力的方向。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绳锯木断，
水滴石穿。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好
声音，从一条海外拍客的短视频开始。

封面新闻“龙腾四海·全球拍客闹龙年”传播过亿

邀海外华人共拍 视频共贺中国年
□本报记者 杜一娜 通讯员 郑姗姗

全球拍
客用镜头记
录龙年春节
的 热 闹 及
祝福。
封面新闻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