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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策剖析

6月30日，历经7年多时间建设
的超级工程——深中通道正式通车试
运营，成为粤港澳大湾区一条新的

“超级纽带”。
当天，《南方日报》 推出了以

“深中连接 世界无限”为主题的八
连版长卷，通过“图片+图表+文
字”和8个连版的版面创新，并联动
旗下南方+客户端、微信公众号等新
媒体平台，以多个视角、多种形态聚
焦这项超级工程，体现了粤港澳大湾
区作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
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
引领地”的无限活力，充分展现了中
国力量、中国精神，收获了读者的广
泛好评。

主题立意高远
版面气势磅礴

此次 《南方日报》 推出的八连
版长卷，构思巧妙、编排精心，采
用了特殊的版面形式。八连版长卷
正面 （9—12 版），上半版是由 100
多张无人机航拍图片拼接而成的深
中通道全景，完整展示了这项超级
工程是如何连接起珠江口两岸的。
这幅主照可谓是立意鲜明、气势磅
礴，让欲了解该工程的人们，可一
睹深中通道雄姿，从中可看到气贯
长虹的“中国跨度”，并从中领略到
湾区速度、湾区力度和中国力量、
中国精神。

正面下半版运用图片、图表和文
字报道结合的形式，通过“伶仃洋里

‘引线’”“百米空中‘穿针’”“蓝
图绘梦 今朝成真”“筑‘龙’伶仃
洋”“筑梦大湾区”等几个部分进行
呈现。其中，在“百米空中‘穿
针’”部分，《南方日报》通过图片
方式，展现出深中大桥是“世界最大
跨径离岸海中钢箱梁悬索桥”“世界
最高通航净高海中大桥”等，几个

“最”让中国气派跃然纸上，令人读
之震撼。

“筑‘龙’伶仃洋”部分以图表
形式，将深中通道工程建设启动、
深中大桥合龙、深中通道主线贯通
等工程主要节点一一呈现，让人一
目了然。

在文字报道部分，《南方日报》

没有采用重大主题报道常用的长篇大
论的综述模式，而是一篇散文式通
讯，包括“东西连接，空间无限”

“产城连接，火花无限”“海湾连接，
活力无限”等几个层次。整篇报道墨
香四溢，既有诗的语言、散文的笔
调，展示着文学之美，又有新闻的真
实、历史的真实，诠释着朴实之美，
阅读起来令人沉醉，仿佛走进诗意的
小径。

八连版长卷背面 （13—16 版），
上半版是深中通道的纵向图。这张大
图构图非常巧妙，体现了拍摄者和编
辑的匠心独运。从图片来看，深中通
道如同一条巨龙横卧在伶仃洋上，传
送着湾区发展的节拍和脉动，传递着
中国开放的决心与信心；对岸深圳市
区的建筑群一览无余，让读者从中可
窥见城市的繁华，活力无限的世界级
湾区跃然眼前。

背面下半版包括“三大都市圈由
‘通’变‘融’”“‘硬联通’提速”
“‘软联通’提效”，以及深中通道
各节点图表等内容。在“‘硬联通’
提速”部分中，通过“‘黄金内湾’
由‘湾’成‘环’”“科技创新走廊
由‘廊’变‘圈’”两个层次，展示

了深中通道开通后，深圳与中山在时
空距离“走近”中完美“相遇”，而
交通的“超导性”将大湾区资金、技
术、数据等要素串起“大步快跑”。

深中通道各节点图表则如一条红
线贯穿，特别是新闻点“中山到深圳
车程由 2 小时缩短至 30 分钟以内”

“广州南沙万顷沙到深圳宝安国际机
场车程由 1 小时缩短至 20 分钟以
内”，使整个长卷的立意明白晓畅，
有利于读者进一步了解、认同、支持
深中通道工程。

整体来看，八连版长卷突破了以
往在一个相对狭窄的版面空间，置放
重大新闻资源、报道重大新闻事实的
束缚，拓展了重大新闻主题版面铺排
的天地，有着大手笔、大制作的外在
形态。

报网深度融合
创意独具匠心

在八连版长卷背面右下侧，《南
方日报》 设置有“解码‘超级工
程’”的二维码，读者通过微信扫
码，即可看到各平台聚焦深中通道的
各类实时新闻报道。

《南方日报》还在旗下微信公众
号刊发了 《八连版长卷出街！聚焦
这“神来一笔”》 的推文。在推文
中，除了八连版长卷展示外，还播
发了 《超级工程，如何改写超级湾
区？》《空中瞰深中通道太震撼！记
者现场小作文致敬建设者》 两个短
视频。

在短视频 《超级工程，如何改
写超级湾区？》 中，有“天堑”“连
接”“汇聚”等篇章。“天堑”篇章
详细阐述了深中通道建设的背景。

“连接”篇章就深中通道建成的经济
社会价值进行解读——结合虎门大
桥、港珠澳大桥的建设历史，阐释
了中山天然就是大湾区一个“超级
节点”，而深中通道的开通，在大湾
区的心脏地带补上了关键一横，让
沿岸多座城市均被缩至半小时交通
圈内。“汇聚”篇章展望了深中通道
开通后对于粤港澳大湾区未来发展
的重要意义，在深中通道加持下，
中山与广州、深圳一同构建了珠江
口“黄金内湾”的交通“铁三角”，
加速消解大湾区的内部边界，“黄金
内湾”互联互通的紧密程度不断提
升，东西两岸的资源汇聚更加充
分，必将带动珠江口西岸城市新一
轮发展，催生大湾区经济的又一轮
爆发。

另外，在《空中瞰深中通道太震
撼！记者现场小作文致敬建设者》短
视频中，通过记者现场目击、解说的
方式，用朴素的情感向工程建设者们
致敬，并对他们艰苦奋斗、自强不
息、开拓创新的精神给予赞扬，表达
出对祖国和建设者们深沉的爱。

总的来说，《南方日报》此次推
出的八连版长卷，在策划方面独具匠
心，珍视新闻源、挖掘新闻源、最大
限度地利用新闻源并放大新闻源，为
深中通道通车这样主题重大的报
道，增添了阅读的吸引力。在版面
编排方面，丰厚的图文内容、完美
的编排技巧和不凡的创新追求跃然
纸上，给读者以强烈的视觉冲击、
审美愉悦和导向指引。无论是从努
力体现宣传价值、新闻价值上看，
还是从着力提高导向水平、增强党
报影响力上看，八连版长卷都堪称
是一次成功尝试。

《南方日报》推出“深中连接 世界无限”主题八连版长卷

聚焦超级工程 展现中国力量
□徐莹波

高 校 毕 业 生 就 业 关 系 千 家 万
户，是民生之本。为引导毕业生以
普通劳动者的平实心态，从实际出
发选择职业和工作岗位，全力确保
高校毕业生就业大局稳定，6 月 15
日以来，《大河报》 精心组织策划，
通过政策解析、典型就业故事引
领、讲述就业技巧、刊发招聘信息
等多种手段，以文图、短视频、海
报等立体化传播方式，推出“毕业
季”系列报道，营造全社会共同支
持高校毕业生就业的良好氛围，也
为做好 2024 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
作，起到了发挥主流媒体担当、正
确引导舆论导向的作用。

贴心服务引导舆论
内容表达故事化

针对当前很多毕业生对就业政
策掌握不够的现状，《大河报》 在

“毕业季”系列报道下推出“政策我
来答”“就业帮打听”等子栏目，

《涵盖就业、创业、居住等多方面，
来郑留郑十二项支持政策最新汇
总！》侧重宣传解读当前就业法规和
政策，就毕业生关心的问题逐一答
疑释惑。在政策宣传的同时，注意
加强宣传各地促就业的经验做法，
如 《提供“一站式”便民就业服
务，“乐业小站”走进高校》，力争
让好经验惠及更多毕业生。

大学生既要仰望星空，又需脚踏
实地。为持续宣传积极正确的就业
观，《大河报》“我的就业故事”系

列，邀请受众讲述毕业后的职业选
择，引发共鸣。报道如《从最基层岗
位做起，两年即将完成“三级跳”，
看这位土木学子如何转型物业人》
等，通过介绍从基层岗位做起的大学
生事业有成的故事，引导更多毕业生
到基层一线建功立业，从普通岗位做
起，方能行稳致远。

当前很多大学生就业时，面对种
种人生道路常常难以抉择。对此，

《大河报》 推出 《盘一盘河南部分
“85后”上市公司高管，他们大学都
读的啥专业？》《年薪超 60 万元！多
名河南年轻高管大学专业曝光！年薪
412 万元那位最让人意……》 等报
道，通过邀请优秀的职场资深人士讲
述自己的第一份工作，介绍自己如何
将专业和兴趣、职业等结合起来的故
事，为毕业生提供参考。

为给毕业生提供就业技巧，《大
河报》记者采访不同行业领域的知名
企业 HR，分享招聘经验和职场心
得，推出《名企最看重毕业生哪些能
力，我们跟几位 HR 聊了聊》 等报
道，为毕业生剖析了当前就业市场的
形势与机遇，提供了实用的求职技巧
和职业规划建议。这些内容有助于毕
业生更加理性地看待就业问题，做出
符合自身特点和长远发展的决策。

为给毕业生提供更全面、更实用
的求职信息和资源，《大河报》还直
击招聘会、双选会现场，并在“毕业
季”系列报道中开设“岗位发布”专
栏，及时发布企事业单位最新招聘信
息。不少网友在报道评论区跟帖留

言，“都是干货，收藏了”“很实用，
转发给家人朋友了”……报道还引起
不少企业关注，希望能来《大河报》
推介招聘需求。

精心设置专题版面
融合传播立体化

《大河报》“毕业季”系列报道
在报纸版面和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
分别开设专题，并精心设置版面、
集纳专题，让优质内容方便阅读、
易于传播。

如《名企HR给应届毕业生的一
些求职建议》 在报纸最显眼的版面
A03 版以专栏形式整版刊发。此外，
该版面小标题提炼到位、信息量大，
如“应届毕业生的‘学习能力’，被
知名企业广泛关注”“职场不需要

‘玻璃心’，不少公司想要更‘皮实’
的员工”等小标题直击读者内心，
容易引起读者阅读欲望。版式设计
舒朗大气，吸引读者目光，图片使
用更是匠心独运，如版面右下角特
意用了一张有“未来可期”醒目字
样的图片，目的就是能让人看到希
望、期待未来。

而在《想来郑留郑，这十二项支
持政策请收藏》这篇报道中，编辑更
是针对每一项实用信息都做了精心梳
理归纳，并提炼出了看点。由于整个
版面进行了模块化设计，使得比较多
的政策条款在版面上呈现得条理清
晰，便于阅读。

在 《大河报》 豫视频客户端的

呈现上，编辑精心设置了封面图，
并在“毕业季”这一大专题下进行
精心分类，设置“核心关注”“岗位
发布”等子专栏，非常方便用户各
取所需。

除了单一的报纸传播模式，《大
河报》还利用自身融媒体矩阵精心设
计了融合立体传播路径。先是根据不
同的新媒体平台调性，确定不同的内
容产品形式及传播形式，使得同一篇
稿件，如《世界500强企业HR谈最
看重应届生哪些品质：学习能力最为
重要》《阿里国际站校企合作总监：
有不可替代性的应届生，最容易进

“大厂”》 这些稿件，不但在报纸、
客户端、微信、头条号、抖音号等进
行传播，还在《大河报》的微博设置
运营话题#河南大厂HR分享应届生
应聘技巧##招聘企业更看重学历还
是能力#。

再是对“毕业季”系列报道进行
视频化采集，让一些不喜欢文字阅读
的用户也找到了自己喜欢的信息接收
方式。如先后对报道进行拆条传播，
推出《阿里国际站校企合作总监：有
不可替代性的应届生，最容易进“大
厂”》《提供“一站式”便民就业服
务，“乐业小站”走进高校》等系列
作品，视频短小精悍，观点鲜明，目
标精准。

整体来看，《大河报》“毕业季”
系列报道契合当下关注热点、影响群
体广泛，报道内容贴近毕业生需求，
内容表达故事化，小视频、文图报道
并重，融合传播效果好，值得点赞。

《大河报》“毕业季”系列报道

典型故事引导 解析就业疑难
□本报记者 吴明娟

7 月 4 日晚，中国渔政 46016 号船挺进深海，一
堂“寻鲸”主题的科普公开课在明亮的船舱内展开。

“寻鲸”的对象是短肢领航鲸“海棠”。今年 1 月 3
日，“海棠”因为受伤搁浅在三亚海棠湾沙滩，有热
心游客发现后立即打电话求援。从进入医疗救助池输
液、检查，到室外大池进行野化训练，再到5月26日

“海棠”放归大海，这场野生海洋动物接力救援共有
500余人次参与、历时145天。

回归大海40天的“海棠”还好吗？是否已经能
够适应野外生活？7月4—8日，海南省海洋厅、三亚
市农业农村局、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
三亚市蓝丝带海洋保护协会，进行了“海棠”回访调
查。《海南日报》全程跟踪报道，推出特别策划“寻
鲸记”专题，通过现场观测+全媒体传播的形式，生
动讲述“海上海南”的生物多样性之美。

生动故事线 尽显人文关怀

“寻鲸记”专题以“寻找‘海棠’”为主线，讲
述“海棠”的救护、放归和回访调查过程，每一个环
节都充满了紧张感和情感共鸣。在报道中，“能不能
再见‘海棠’？”成为留给观众最大的悬念，激发了观
众巨大的好奇心，引起观众更加关注此次调查的一系
列后续报道。

10篇综合报道紧密联系，具有高度的故事性和
叙事性。这种故事叙述的报道方式不仅增加了报道的
吸引力，还让读者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鲸类生物的生
活状态和人类与它们之间的紧密联系。

“今天看到的短肢领航鲸有几头都是昨天看到过
的，我们获取‘海棠’出没的位置，那几头领航鲸也
在这里。很明显，它们是一起活动的。”中国科学院
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研究员、航次首席科学家李松
海说，这一发现侧面印证“海棠”已经找到了群体，
有了新家。观众的心也随着报道中李松海的话松了下
来，为“海棠”感到高兴。

报道中，《护鲸人蒲冰梅：一封寄往深海的“家
书”》是三亚市蓝丝带海洋保护协会秘书长蒲冰梅与

“海棠”朝夕相处的回忆录，也是救助“海棠”的工
作人员对“海棠”的思念与祝福。“此次回访虽未能
相见，但是作为家人，我想，‘你若安好，便是晴
天。’”字里行间，处处展现着人文关怀、人类与动
物之间惺惺相惜的情感联系，引发大众共鸣。

与寻找“海棠”同步进行的是海南省海洋生物多
样性调查活动，在调查中可谓“鲸”喜连连，不仅发
现了 4 群超过 1000 头短鳍领航鲸，还发现了其他
1000多头鲸豚动物。其中，有远海上的土著弗氏海
豚，是“海棠”放归大海后首次发现弗氏海豚的活动
迹象，有不喜扎堆、难得一见的喙鲸和糙齿海豚，还
有俗称“鬼头刀”的五彩鲯鳅等，充分展现了海南海
洋生物多样性。

全媒体传播 全方位报道

“寻鲸记”专题借助多方平台对此次回访“海
棠”进行全方位报道，《海南日报》、海南日报客户端以
及中央媒体、海南省内主流媒体等开展网上直播，面向
广大网友开展生态特色科普活动，介绍海南海域的珍
稀海洋动物，展示海洋生态和海洋生物多样性。报道
以多个视频、图集、综合报道等方式全方位呈现了回访
细节，向观众直观展示了活泼可爱的鲸豚动物群、专业
人士的工作画面，以及沁人心脾的海洋美景。

报道生成4个视频，均以时长1分半以内的短视
频为主，生动直观地为观众展示了回访“海棠”的现
场画面。4个图集报道更是将这些生动的画面以照片
的形式定格，有偶遇的多个鲸豚母子对，把整个头都
露出海面浮窥的“显眼包”鲸鱼，有喷着水柱畅游的
鲸豚……

这些定格画面把海洋“精灵”的俏皮可爱都展现
了出来，让人不自觉面露“姨母笑”，网友看了直呼

“这么多鲸鱼小可爱简直深得我心”“蓝天大海也太美
了”“我为海洋生态保护扛大旗”。

“寻鲸记”专题记录下观测团队的实地调查过
程，通过专家的解读和分析，提供了对鲸类生物生态
习性、迁徙模式以及保护现状的多层次理解，使观众
能够从多个角度理解鲸类生物的重要性和保护工作的
复杂性，同时也向观众展示了我国海洋生物保护多样
性的专业性和科学性。

除此之外，公众参与的方式也强化了报道的社会
责任感。报道中提到了志愿者的努力和科研人员的付
出，呼吁社会各界积极参与海洋生态保护行动。这种
公众参与的方式，不仅激发了公众对生态保护的热情
和责任感，还促进了社会各界对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
工作的关注和支持。

合力救助“海棠”的故事已经收尾，但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故事仍在继续。相信在一个个“救”与

“访”的美好故事中，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保护
生物多样性的行动中来，积累更多经验与力量，共同
守护美好家园。

《海南日报》“寻鲸记”专题

寻找“海棠”
相遇“精灵”
□本报记者 张福财

■一策一评

■分享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