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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策一评

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踏上宁
夏这片热土，强调宁夏要“努力实现经
济繁荣、民族团结、环境优美、人民富
裕，确保与全国同步建成全面小康社
会”；2020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
来到宁夏考察调研，要求“继续建设
经济繁荣、民族团结、环境优美、人
民富裕的美丽新宁夏”，并赋予宁夏建
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
行区的重大使命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两次走进宁夏，为宁
夏指明了发展的方向。近年来，宁夏广
大干部群众牢记嘱托，秉持奋斗精神，
不断刷新宁夏新气象。6月20日，宁夏
日报客户端推出AI动画 《奋斗宁夏绘
山河新卷》，以视频形式动态展现宁夏
担当使命绘就现代化美丽新宁夏的崭新
答卷。

绘写多年巨变

《奋斗宁夏绘山河新卷》 时长3分
46 秒，画面以青绿山水为底色，古朴
高雅。在壮阔的山水间，一卷画轴置于
其中，当一只白鹤飞翔而过时画卷徐
徐展开。“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此
刻习近平总书记的原声同步出现，一
下将观众从画中拉回到现实。

随后动画以群山环绕的远景缓缓推
进，带领观众走进宁夏不同角落。第一
站是源石酒庄葡萄种植园，2020年6月
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对宁夏葡萄
酒产业寄予厚望，动画中展现如今这里
成片的绿色，植被郁郁葱葱。

动画以人物讲述的形式将现代宁夏
发展成果与过去隔空连接。“我们将废
弃矿坑变成生态酒庄。”源石葡萄酒庄
有限公司总经理袁园的解说，让观众
知道了这个葡萄酒庄的前世，虽然只
有短短的 13 个字，却蕴含着强大的力
量，让观众知道如今的葡萄酒庄来之
不易，这是一个宁夏生态修复与产业紧

密相连的故事。
昔日砂石矿区摇身变为花园酒庄，

不仅形成景环水绕、绿树成荫的自然生
态园林新形象，也树立了生态修复与产
业紧密融合发展的典范。动画嵌入数据
向观众汇报宁夏酿酒葡萄总面积达到
60.2 万亩，综合产值 401.6 亿元，酒庄
酒产量全国第一，具象化呈现宁夏生态
成果的华丽转身。

闽宁镇的干沙滩变金沙滩、贺兰县
的稻鱼空间乡村生态观光园让农民富
了起来、宁东能源化工基地不断进行
技术创新为新宁夏高质量发展注入新
动能……动画中展现出的一个个宁夏
产业变化，形成强烈的对比，过去与现
在的时间交错，让观众能更真切感受到
宁夏牢记嘱托，肩负使命，坚定不移地
探索着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的新发展
之路。

拼接奋斗图景

除了村庄、企业的砥砺前行，产业
变革，《奋斗宁夏绘山河新卷》中还着

重讲述了个人命运的变化，用个体典型
案例描写奋斗宁夏故事。吴忠市红寺堡
区红寺堡镇弘德村回族村民刘克瑞家院
落比从前更加别致，刘克瑞坚信，“只
要肯吃苦，日子就一定会好起来。”农
民作家马慧娟通过手机写文著书，找到
自我精神世界，也“搬出大山”“看到
了外面的世界”。

值得一提的是，《奋斗宁夏绘山河
新卷》 的一大亮点是保留了AI动画中
每一个采访人物的原声，没有另外单独
配音、修音。刘克瑞朴实的讲述、马慧
娟自信的表达侧面展现的是幸福生活给
宁夏农民带来的新面貌。

宁夏这片红色土地，曾是红军长征
会师地，有陕甘宁革命旧址，宁夏的红
色文化也越发闪亮。习近平总书记考察
宁夏时，首站就来到了将台堡红军长征
会师纪念园，总书记发出“走好新的长
征路”的伟大号召，为宁夏各族干部群
众注入了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

奋斗从来不是嘴上功夫，而是始于
每个人的躬身实践。每年清明节，宁夏
固原二中和弘文中学师生都会徒步108

公里祭奠英烈，这一“行走的思政课”
坚持了 29 年。谢宏义是宁夏返乡创业
大学生代表，他还是宁夏西吉将台堡红
军寨、红色研学体验基地的负责人。他
们都用行动证明年轻人是长征精神的践
行者，也是传承者，赋予长征精神新的
内涵，书写了宁夏奋斗新篇章中的青春
答卷。

展现多彩山河

《奋斗宁夏绘山河新卷》中有虚拟
场景的绘制，也有现实场景的融合，制
作团队通过对必要元素进行建模、人物
录制，再通过 AI 技术合成动画视频，
展现出来的画面生动丰富。

在宁夏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进农
村、访社区、谈脱贫、话小康，大力倡
导实干作风，深情歌颂奋斗精神，极大
地激励了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在动画中
可以看到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留下的足
迹，看到许多宁夏元素，沙地、葡萄
架、院落、风车、沙漠绿洲、民俗活动
等，也看到沙地中垦荒的人们干劲十
足、工厂里工人们工作的背影、果园里
收获蔬果的喜悦、一张张宁夏人民的
笑脸……3 分 46 秒的视频不长，却最
大程度将一幅幅宁夏人民的奋斗画卷
尽收眼底。

AI 动画这一表现形式通过视觉与
听觉的刺激带领观众身临其境走进宁
夏，沉浸式地体验宁夏风土人情。总体
来说，宁夏日报客户端本次 AI 动画

《奋斗宁夏绘山河新卷》在内容上做到
了丰富多样和生动呈现。通过AI技术
的运用，成功地回答了宁夏的作为，展
现宁夏的自然风光、人文历史和人民
的奋斗精神，为观众提供了一个立
体、多元的了解真实宁夏的渠道。不
仅做到了具有观赏价值，更是一部传
递宁夏正能量、弘扬宁夏奋斗精神的
媒体融合佳作。

宁夏日报客户端AI动画《奋斗宁夏绘山河新卷》

画卷串起今昔 绘出宁夏新答卷
□本报记者 张福财

绿色映底蕴，山海见初心。在六五
环境日到来之际，《广西日报》 推出

《壮美广西·新山海经》专栏，先后刊发
《崖谷上的“花痴”》《万物长生“第一
山”》《唤醒密林的“猿住民”》《“皇
后 ” 落 户 百 姓 家》《种 活 海 底 一 片

“林”》等多篇通讯，同时在广西云客
户端开设专题，宣传报道广西高质量做
好生态环境保护、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努力和成效。

着眼特色 做好科普宣传

广西是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和
中国南方重要生态屏障，生态质量、生
物多样性丰富度等均居全国前列。随着
环境改善、保护力度加大，珍稀动植物
的栖息地变多了，种群数量也增加了。

《广西日报》 聚焦生物多样性这个主
题，选取别具特色、“自带流量”的珍
稀动植物，围绕其“前世今生”、生存
现状等展开报道。

如白头叶猴是全球 20 多种极度濒
危的灵长类动物之一，被公认为世界最
稀有的猴类；布氏鲸是国家一级重点保
护水生野生动物，涠洲岛海域是目前我
国近海已知大型鲸类唯一的稳定栖息地
和捕食场所；拉雅峡谷是全球最大的台
湾香荚兰野生居群点，雅长是我国唯一
以兰科植物命名的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物以稀为贵，专栏相关报道在
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读者的“猎奇心理”。

同时，《壮美广西·新山海经》专栏
也做了一些必要的科普宣传，有效增加
了阅读的信息量。如报道《这片海，总
有“鲸喜”》 中，“秋到，鲸来；夏
至，鲸去。为何布氏鲸独爱北部湾？”
报道给出了答案：“原因很简单，食物
在这里。”“这片海属于难得的洁海、净
海。”《唤醒密林的“猿住民”》解读了
为何东黑冠长臂猿那么少，因为它们

“生活在高大的乔木上，一生几乎不下
地，而且容易受惊，人类难以靠近，不
适合人工繁育”，并且“繁殖间隔时间
长，平均 3 年才生一胎，一胎只生一
只，所以每增长一只都很珍贵”……报

道善于讲故事，通过打比方、举例子的
方式有问有答，将晦涩高深的科学内容
转变为易于理解和接受的大众语言，科
普性强、趣味性足。

此外，阅读专栏报道可以发现，这
些作品坚持“短实新”文风，注重核心
事实与叙事主体、脉络梳理与情感生成
的巧妙融合，特别是标题一语双关，结
构前后呼应，修辞拟人拟物，给予新闻
更多审美价值，形成了相对统一、协调
的风格。同时专栏还注重全媒体的传播
效果，每篇通讯都配发精美图片，在头
版重要位置刊发，并制作发布相应的短
视频，很多独家画面美轮美奂、生机盎
然，阅读量近百万，受到网友好评。

在采访长臂猿的过程中，《广西日
报》记者从科研工作者手中获取了长期
跟踪监测才能掌握的独家素材，短视频
开头、结尾，重现悦耳动听的“两岸猿
声啼不住”。声如口哨般清亮，颤音长
短不一，穿透力十足，尽显原生态的自
然之美。

特别是新媒体记者勇敢潜入海底，
拍摄记录工作人员在涠洲岛珊瑚礁修复

区“种珊瑚”，创下广西云新闻镜头抵
达的“最深机位”，相关短视频给人以
强烈的现场冲击感，记者手记也发表在
报纸头版，极大地鼓舞了年轻记者的斗
志，激发了媒体融合的热情。

以情动人 彰显生态保护

报道中，记者深入践行“四力”，
走向密林、深山、江海，走进保护区，
近距离观察八桂大地上的珍稀精灵，感
受万物蓬勃生长，念好新时代生态环境
保护的“山海经”，写出集新闻性、科
普性及趣味性于一体的系列报道。

报道始终贯穿“生态保护”这条主
线，突出一个“情”字，通过大量真切
感人的细节，反映了科研保护人员尊重
自然、热爱生命的情怀，以及不怕艰
辛、苦中作乐的精神。如《守望家园共

“白头”》，写出了科研保护人员与白头
叶猴之间的“亲情”。“一只通体金黄的
未成年小白头叶猴，依恋地趴在蒙育宁
的肩上，头抵着他的脸。”“种树当天，
猴子们在大中午 30 多摄氏度的高温

下，爬上崖壁，跟着车辆行进路线一路
攀跃，直到完成种植才纷纷散去。”从
中可见猴与人的惺惺相惜，我信你，你
护我，共“白头”。

《这片海，总有“鲸喜”》写出了
科研保护人员与布氏鲸之间的“朋友
情”。“是海洋和布氏鲸治愈了我。”“追
鲸人，在年复一年的轮回中，尽情享受
久别重逢的惊喜。”从中可见“似是故
人来”的感觉。

《崖谷上的“花痴”》，写出了科研
保护人员与兰花之间的“爱情”。“工作
清贫、艰苦，很多职工来了又走。没有
发自内心的热爱，根本坐不了这样的冷
板凳。”“高洁、雅致、坚韧，长期与兰
相伴，这群‘花痴’的身上，也散发着
兰的气息。”从中可见科研保护人员爱
上兰花、迷上兰花的过程。

《万物长生“第一山”》，写出了当
地人与华南之巅猫儿山之间的“母子
情”。“滋养了数百万桂林人的母亲河漓
江，便发源于此。”“在村民们眼中，猫
儿山是孕育生命的根脉所系。”“村党总
支副书记潘金生对记者说：‘祖祖辈辈
生活在这里，谁敢伤害她，我们决不答
应。’”从中可见人视山如同母亲般，
处处可亲、可爱、可敬。

《唤醒密林的“猿住民”》，写出了
科研保护人员与长臂猿之间的“共
情”。“进山，恍若进入原始生活；出
山，方可重新接通人类文明的信号。”

“一次次，他与队友迈着敏捷的步伐，
钻进山林，循声而去。”“有时，我觉得
自己就是一只猿——‘监测猿’。”从中
可见物我一体、物我两忘的境界。

全媒体时代，独家新闻的核心是细
节的体现，生动鲜活的细节描写不仅能
提高新闻的可读性，还能增加报道的厚
重感，进而提升传播实效。《广西日
报》的《壮美广西·新山海经》专栏报
道通过多维度观察讲述有温度的故事，
用动人的细节展现新闻报道中的真与
情，取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和社会效
果，也让更多人感受到大自然万物蓬勃
发展的精神内核，充分彰显了党媒的优
势与担当。

《广西日报》推出《壮美广西·新山海经》专栏

护自然倡共生 亲万物引共情
□本报记者 吴明娟

6月14日，随着首列动车组驶入天府动
车所，西南地区最大动车所建成投用。6月
15 日 《成都日报》 头版一张俯瞰天府动车
所的照片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而“枢纽成
都”这个概念也随着一张张照片、一篇篇报
道、一条条短视频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晓，

《成都日报》通过纸端同步的方式，展示这
座有着2300 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如今发挥
枢纽优势，以更快、更稳的步伐，从内陆腹
地向开放前沿迈进。

在本地内容上找亮点

6月5日，中共成都市委十四届五次全会
召开，审议通过了《中共成都市委关于加快建
设国际门户枢纽城市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
量发展的决定》，这对于成都打造中国西部具
有全球影响力和美誉度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际大都市具有重要意义。

地方媒体要讲好地方故事，更好地服务
群众，引导群众，就一定要在内容上下功
夫，在传播方式上下功夫，推出一系列人们
喜闻乐见的作品。而如何充分挖掘地方重要
新闻？如何在本地内容上找到亮点，掌握流
量密码？首先要发挥地方媒体“生于斯，长
于斯”的优势，既要有宏观的思维，“跳出
来”认识地方新闻的价值，更要从读者的角
度，寻找选题切入角度，进一步拉近媒体与
当地群众的距离。可以说，“枢纽成都”专
题让更多人看到了成都的多个侧面，看到了
成都发展的澎湃动力，让成都人骄傲自豪，
信心倍增，让外地人对成都更了解，有了更
多合作共赢的意愿，“枢纽成都”透过一个
个鲜活的故事，以小见大、以点带面，从
铁道上国内外班列飞驰，到天空中客货航
线持续繁忙等不同角度，感受成都鲜明的
时代坐标。

在细微处挖掘切入点

“枢纽成都”很重要，可到底有多重
要，为什么重要？具体都表现在哪些方面？
仔细想想，要想说清楚、讲明白“枢纽成
都”这盘大棋，要想让大众理解这其中的重
要意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样一个重
要的选题，《成都日报》交出了一张鲜活的
答卷。

“枢纽成都”专题给读者捋出成都密集
上新的国内国际航线，除了报道各大航司纷
纷增投运力、拓展航线、加密航班，更重要
的是，让人体会到了成都正在进一步提升枢
纽功能和效应。读者可以看到，成都的枢纽
不只是包括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借助网络
短视频、网络文学等创新传播渠道，天府文
化正在成为流量密码，通过推进“五大枢纽
能力”建设，成都这座承载着千年文化底蕴
的城市，跨越时空与世界紧密相连。

无论是文字稿件，还是短视频，“枢纽
成都”专题中的每一篇报道都不冗长，而是
从读者、用户感兴趣的角度，从群众身边出
发，找到切入点，以图文并茂的方式讲清楚
一件事，让宏大的蓝图“落地”到一件一件
具体的事情上，让读者在阅读中，自己看懂
成都“何以枢纽”，而不是用“我讲给你
听”的说教进行信息传达。专题报道充分挖
掘与读者生活紧密联系的当地新闻素材，使
地方媒体成为百姓获取信息的重要来源，打
好地方牌，对政策宣传也产生积极作用。

不追求篇幅上的长短，并不妨碍《成都
日报》“枢纽成都”这个专题做精做深。将
消息报道变为深度报道，是地方媒体在报道
地方重大选题时的不二选择，更容易发挥其
近水楼台的优势，而跟踪式、蹲点式等报道
也避免了新闻同质化，将给媒体带来可观的
阅读量。

面对媒体技术带来的挑战，地方媒体需
要拓展采编渠道，推出多种形式的新媒体报
道。以“枢纽成都”专题为例，成都日报锦
观新闻客户端不仅推出了一组海报，生动诠
释“五大枢纽能力”，还推出了《开放成都
新观察：一杯咖啡看枢纽》短视频报道，从
一杯咖啡出发，探寻打造一座国际门户枢纽
城市的关键，见证“枢纽成都”如何以高水
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

《成都日报》“枢纽成都”专题

用小故事体现大主题
□本报记者 韩萌萌

■一栏一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