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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栏一语

2023 年 5 月 10 日至 12 日，习近平
总书记先后到河北雄安新区、沧州
市、石家庄市考察，并主持召开高标
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座谈会、
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发
表重要讲话，为河北做好工作提供了
强大政治引领和科学行动指南。今年
5 月 10 日，长城新媒体联合“学习强
国”学习平台策划推出近 5 分钟的

《手绘长卷|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河北
篇 （视频版）》，生动展现习近平总
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沧州市、石家
庄市考察调研的足迹，并通过精心策
划和制作，从居民生活中的实际变化
出发，将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与河北
的发展紧密结合，呈现出了崭新的河
北新貌，播放量突破 500 万次，点赞
突破10万次。

中心明确 主题突出

在 《手绘长卷|沿着总书记的足
迹·河北篇 （视频版）》 中可以看到，
制作团队对于弘扬主旋律的深厚用心。
视频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考察调研
活动中所走访地点的人民生活变化展
开，将人民的具体生活变化与习近平总
书记对河北发展的重要指示紧密结合，
努力做到每一个场景的具体呈现都言之
有物。

在视频开头展现雄安交通建设的片
段中，《手绘长卷|沿着总书记的足迹·
河北篇（视频版）》将习近平总书记对
于雄安交通建设的重要指示置于视频最
上方，下方则以不同人物的感受为落脚
点，呈现翻天覆地的变化。

画面背景是雄安新区具体的交通情
况图像，清晰呈现了理论与实际具体结
合的成果，让人感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
重要指示为河北做好工作建设提供了强
大政治引领和科学行动指南。同时，整
个视频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和重
要指示精神贯穿始终，让受众可以清晰
地感受到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的深情厚
谊和对河北发展的坚定信心。

对话呈现 真实可感

以对话形式进行整体脉络的叙事是
《手绘长卷|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河北篇
（视频版）》的一大亮点和创新。在视
频中，传统主旋律宣传片中的旁白和主
体叙述者形象被隐去，把从前的专人引
导讲述巧妙地换成了由一个个具体可感
的人物来讲述自己生活的变化，以口语
化的表现形式取代过于专业的书面语，
极大程度上拉近了视频内容与受众之间
的距离，这使得视频内容格外生动活
泼、具体可感。

在视频中可以看到，整个视频由数
十个不同的人物对话组成，既有如雄安
站站长杜小军、中国科学院南皮生态农
业试验站副站长郭凯等专业人士对于当
地情况的介绍，也有当地刚刚为孩子领
到雄安户口的居民、来白洋淀进行网红
打卡的游客等普通人对变化的真实感
受，一幅鲜活感人的画卷在一个个人物
的叙述中徐徐展开。

可以说，整个视频的叙述结构干净
利落，除必要的新闻背景介绍、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和人民大众的感受

外，几乎没有多余叙述，让受众能够更
加彻底地置身于这些真实的故事之中，
与讲述者共同感受生活中的变化与温
暖，也更能感受到高质量发展给自身生
活带来的切实好处。

漫画＋AI 形式生动

在视频画面的呈现形式上，《手绘
长卷|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河北篇 （视
频版）》也展现出了自身的独到思考，
制作团队巧妙地将漫画与AI技术相结
合，打破了传统新闻报道的界限。

例如，制作团队在选择具体人物进
行故事讲述的同时，将整体画面表现为
轻松的漫画形式，通过精心绘制的人物
立绘和场景设计，将习近平总书记在河
北考察调研过的城市风貌进行生动还
原，让受众仿佛穿越时空，置身于习近平
总书记在河北考察调研的现场。无论是
吞吐巨大的繁华黄骅港，还是被誉为华
北明珠的宁静白洋淀，抑或是科技感十
足的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等，都被
长城新媒体用漫画的形式一一生动还原
在受众眼前，使得受众能够足不出户而
观河北，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了解当地

的种种变化。同时，每个场景开头的过
渡画面还使用了 AI 技术进行合成制
作。通过先进的图像处理技术，AI 将
多个元素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流
畅而富有动感的过渡效果。这种创新手
法的运用，不仅展现了创作团队在视频
制作中的精湛技艺，也体现了对新型创
作工具的积极探索。

此外，从画面表现中还可以明显感
知到，对于漫画风格的独特选用，创作
团队也是下足了功夫，使整个视频的画
面和内容实现了和谐统一的完美结合，
在为受众带来全新观看体验的同时，进
一步激发了受众对河北美好未来的无限
遐想。

总而言之，《手绘长卷|沿着总书
记的足迹·河北篇（视频版）》，不仅呈
现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对河北雄安新区、
沧州市等地考察时作出的重要指示，而
且深入剖析了河北在习近平总书记关怀
下所取得的发展成果，翔实展现了河北
在生态文明建设、居民生活改善、科学
技术创新等领域的具体实践和创新，让
人们感受到河北人民欣欣向荣的奋斗精
神，以及一幅徐徐展开的河北发展美好
蓝图。

长城新媒体《手绘长卷｜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河北篇（视频版）》

展牢记嘱托奋发有为 绘河北发展新篇章
□本报见习记者 朱小苗

何谓中国式现代化？要想回答清楚
这个问题并非易事，如果再加上向外国
受众讲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就这一要
求，则会难上加难。

面对这一挑战，新华社推出的重磅
纪录片《难以置信的变化》交上了一份高
水平的答卷。纪录片以外籍教授的视
角，通过一个个鲜活的故事为讲述单元，
以5个不同主题展开叙事，策划用心、采
写扎实、制作精良，值得深入分析。

主持选择有深意

纪录片《难以置信的变化》的副标题
是《一个美国人眼中的中国式现代化》，
这一副标题道出了这部纪录片最显著的
特点，即以外国人的视角讲述中国故事。

纪录片开始，副标题中的“美国
人”便自报家门与受众见面，他是厦门
大学管理学院美籍教授潘维廉，今年
67 岁。在接下来的纪录片中，潘维廉
作为主持人出现在不同城市，结合自己
在中国几十年的见闻，介绍故事背景、
讲述他的感受，起到了串联起整部纪录
片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了解潘维廉的背景
故事，便会知道为何他能够担起如此之
重的中国故事讲述者的角色。1988 年

博士毕业后，潘维廉就卖掉在美国的公
司，和妻子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来到中
国内地，他是第一个定居厦门的外国
人，是福建省第一位持“中华人民共和
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的外国人、
第一位外籍永久居民，也是中国高校最
早引进的MBA课程外籍教师之一。在
美国和中国都有较长时间的生活经历，
而且在中国游历多地，这使得潘维廉可
以讲出让人信服的故事。例如，在纪录
片中他介绍道：1994年时，他花费3个
月时间自驾环游中国，2019 年再次出
发时，仅用时 32 天，中国路网建设带
给人们的便利由此可见。

在纪录片《难以置信的变化》中，
潘维廉的讲述自然、舒展、生动，这份
在镜头前的自如，源于他在讲述中国故
事方面的长期付出。从 2000 年开始，
潘维廉陆续出版了《魅力厦门》《魅力
福建》《魅力泉州》《魅力厦大》《美丽
新平潭》 等 10 余本图书，还通过互联
网向世界介绍中国、介绍福建、介绍厦
门，他还主持过400多集关于中国历史
文化的电视节目，协助 《中国国家地
理》拍摄了郑成功专题片。值得注意的
是，生活在中国多年，潘维廉汉语其实
很流利，在不少节目中也是用汉语接受
采访，但在纪录片《难以置信的变化》

中，他全程用英文讲述，通过母语介绍
的方式，向世界展示可信、可爱、可敬
的中国形象。

宏观微观两相宜

潘维廉轻松活泼的讲述风格为纪录
片定下了亲切欢快的基调，而不同主题
的划分与具体故事的展开则分别组成了
纪录片的骨架与血肉，使之成为条理清
晰又内涵丰富的内容产品。

2023年，《求是》杂志刊登了习近平
总书记的署名文章《中国式现代化是强
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其中论
述了中国式现代化 5 个方面的中国特
色，即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
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
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纪录片《难以置信的变化》正是以这5个
特色为主题，划分成5集，每集时长十几
分钟，呈现2—3个具体故事。

宏观上条理清晰、主题鲜明，在故
事的微观呈现方面，纪录片《难以置信
的变化》 也贡献了许多巧思。比如，
纪录片的第二集 《同欲者胜之》 以共
同富裕为主题，纪录片对这一主题故
事的选取非常巧妙。在这一集中，第
一个故事讲述了以茶为媒、先富带动
后富的故事——浙江省安吉县黄杜村在
没有种植安吉白茶前，人均年收入不足
1000元，种植20多年后，人均年收入
达到7万多元。富起来的黄杜村捐出茶
树苗，人称“茶博士”的钱义荣作为技
术指导赶赴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
手把手教村民种植、管理茶园，为当地
村民带去致富希望。纪录片还记录了残
疾人杨胜强靠经营茶园，从“家里都没
有电器”到“住上小楼房”的转变。先
富起来的地区主动贡献茶苗和技术，帮
助少数民族同胞一起富起来，这一故事
选择十分典型，具象地展现了中国走向
共同富裕道路上，依靠互帮互助带来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

类似的具有丰富内涵的故事还有很

多。比如，在第四集 《天地我同根》
中，纪录片介绍了山西天镇旭升光伏电
站——建在荒地、盐碱地上的太阳能电
池板不仅可以满足一个县的用电量，减
少煤炭使用，还有助于植被恢复，展现
了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的中国方案；在
第五集《相知无远近》中，纪录片介绍
了“中国天眼”这一世界上最大的单口
径射电望远镜，而且讲述出其自建设之
初就有逐步向世界开放的计划，展现了
中国科学研究造福人类的初心，以及开
放包容的态度。

精心制作亮人眼

精心的谋篇布局和故事选择，最终
还是需要靠精彩的呈现才能落到实处。
纵观纪录片《难以置信的变化》可以看
到，其镜头语言十分丰富，并且剪辑紧
凑而不杂乱，配乐更是相得益彰，十分
亮眼。

在拍摄方面，纪录片《难以置信的
变化》对于讲述人潘维廉，采用了边走
边讲边拍的形式，这相较于固定机位拍
摄显得更加活泼，也能呈现不同的街
景，丰富画面内容。同时，由于纪录片

《难以置信的变化》的广阔视角需要呈现
很多宏观的镜头，因此，除了航拍的角
度，片中还用到了鱼眼、拉升等镜头，呈
现出一个个壮丽的画面。比如，在讲述
中国清洁能源发展中，纪录片《难以置信
的变化》有一组对海上风电场的呈现镜
头，这一组镜头中有环绕正在建设中的
风机拍摄一圈的，还有仰拍、俯拍等远近
景结合的镜头，丰富的镜头语言将海上
风电场的壮观展现了出来。

此外，这部纪录片的配乐也值得一
说，片中配乐和画面的适配度很高，有时
激昂，有时恬淡，起到了烘托气氛、配合
转场等作用，而且音量和节奏也调整得
刚刚好，使得观赏感受十分舒适。

总的来说，纪录片《难以置信的变
化》谋篇布局合理，故事讲述生动有细
节，且制作精良，是一部可圈可点的优
秀作品。

新华社推出重磅纪录片《难以置信的变化》

外籍教授讲述中国式现代化故事
□本报记者 隋明照

■一策一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
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
魂。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
推动文化传承发展，《中国文物报》 开设

《文化中国行》 专栏，围绕文物保护利
用、博物馆创新发展、名城名镇古村古
街保护、中外文化交流互鉴等内容，聚
焦各地推动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
实践和创新经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贡献精神力量。

注重策划创新性

在 媒 体 深 度 融 合 时 代 ，《中 国 文 物
报》 承袭办报传统的同时，适应读者阅
读习惯的改变，直接抓住新闻的关键信
息点，不仅在 《文化中国行》 专栏中注
重策划的创新性，而且在做有深度、有
温度的优质内容上下功夫，不仅围绕文
物古迹发现、名城名镇古村古街保护等
方面组织记者采写相关的深度稿件，展
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而且
多维度立体式报道各地各部门贯彻落实
习近平文化思想、推动文化传承发展的
生动实践和创新经验，反映新时代人民
群众高品质文化生活和美好精神追求，
有效地挖掘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当
代价值的文化精髓和具有世界意义的精
神标识，展示出我国丰富的历史文化遗
产和中国道路的深厚文化底蕴。

纵观 《文化中国行》 专栏可以发现，
其在栏目定位和内容策划上注重文化传承
与时代精神双线并存。该栏目的稿件放大
细节，突出个性，以小见大，以言之有
物、言之有理、文以载道的内容取向，使
栏目显现出文化传统与时代精神相结合的
特色。如 《整体保护 活态传承 在同里
古镇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绵绵浸润》 一文讲
述出同里古镇几十年的保护历程，一个以
保护传承活态遗产为宗旨、不断探索保护
与更新融合方式和融合尺度的创新过程；

《当课本照进现实——在地感知“从百草
园到三味书屋”》 一文从鲁迅的散文名篇
入手，详细介绍了鲁迅故里修旧如旧、打
造经典风貌历史街区的故事……在专栏内
容选择和稿件采编过程中，主创人员关注
时下读者关心的热点，通过记者对文物古
迹、名城名镇、古村古街的见闻感受，去
体味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的主题思想。

同时，《中国文物报》 在 《文化中国
行》 专栏的版面上，体现出独特的风格和
特色，不仅在报纸的固定位置设立统一的

“文化中国行”栏头作为醒目的标识，通
过矩形图框和毛笔书写的“文化中国行”
专栏字符，更将专栏的策划创新与文化底
蕴融于一体。

注重内容深度性

新闻之“新”，贵在呈现报道对象之
新奇、新颖的本质特征。《中国文物报》
所选择的报道对象恰恰都是“旧物”，如
何让“旧物”呈现出新气象，是 《文化中
国行》 专栏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文化中
国行》 专栏所选择的报道对象，都是一
些鲜活和易于让人接受和能产生共鸣的
内容，如同里古镇、三味书屋这些大家
耳熟能详的热门打卡地。对于这些非常
熟悉的报道“对象”，记者采写时非常
留意生活当中、社会发展中的每个微小
细节，从而放大细节，呈现独特的思想
情感和审美观点，很好地突出了栏目的
个性。

对于传统纸媒来说，在突出新闻之
“新”的同时，还要在内容深度上下功
夫，才能吸引和汇聚一批属于自己的阅读
人群。在 《文化中国行》 专栏中可以看
到，《江苏吴江让文物资源成为“吴”价
之“保”》 一文利用翔实、生动的场景描
写，展现出该地通过不断创新实践，擦亮

“江南文化”品牌，让更多文物资源成为
“吴”价之“保”；《走进半坡，走近中华
远古文明》 一文将文献资料记载与记者采
访见闻合一，讲述出西安半坡博物馆为讲
好文物故事、传播历史文化、传承历史文
脉贡献力量……可以说，《文化中国行》
专栏在主题策划上做文章，深度挖掘采访
资源，分析报道对象的深度性内涵，讲述
文化传承发展的故事。

此外，内容为王是传统媒体生存和发
展的不二法则。《文化中国行》 专栏以提
高报纸专栏内容的影响力为己任，从选
题策划创新和生产深度内容两方面传承
了传统媒体的传统优势，借鉴和吸收新
媒体传播内容新鲜独特等长处，连接线
上与线下，进一步增强了主流媒体的核
心竞争力。

《中国文物报》开设《文化中国行》专栏

小切口大主题
触摸绵绵中华文脉
□本报记者 徐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