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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类地方宣传的专题报道中，
湖 北 日 报 客 户 端 的 “ 联 ‘ 县 ’ 热
推 ” 专 题 让 人 印 象 尤 为 深 刻 。“ 联

‘县’热推”专题中的每一篇报道，
都是围绕题目，以独特的视角、接
地 气 的 语 言 和 多 元 化 的 呈 现 方 式 ，
用短短数百字介绍湖北各地县域中
的相关故事，为人们展开了一幅丰
富多彩的湖北画卷。

小切口选题 简洁生动

小切口的轻量选题，是这次专题
报道能够吸引眼球的重要因素。“联

‘县’热推”专题在对各县市的宣传
上，并没有在宏大叙事上“死磕”，
而是巧妙地将目光聚集在一点，选择
了各县市生活中都会出现的“小切
口”选题作为突破口，通过一个个看
似微不足道却充满温情与力量的故
事，精准地触达了读者的心弦。

在 《戏韵浸润乡间，家门口搭起
戏台，精彩不容错过》 这篇文章中，
用短短几个段落介绍了湖北通城、浠
水、襄城等多个地区，在 7 月中旬举
办的各类精彩的戏剧活动。文章将文
化惠民的重要话题，以如何让居民们
在家门口看上戏这个小的切口展开，
在一篇篇短而有力的消息和配图里，
读者得以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居民生活
正在切实得到改善，领会到让文化为
人民服务的重要性。

小切口选题不等于浅薄，而是一
种举重若轻的能力，不仅让报道更加
贴近群众生活，也增强了内容的可读
性和传播力，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紧密
结合。

生活化报道 选材丰富

在 对 新 闻 内 容 的 把 握 上 ，“ 联
‘县’热推”专题并没有去追逐一个个
流量热点，而是将镜头对准了湖北各
县市人民群众的真实生活。选材上返
璞归真，使得每一篇报道都充满了生
活气息和人情味。这些真实的、从日
常生活中捕捉到的细节，寥寥几笔就
能让读者仿佛置身于现场，与故事中

的人物同悲共喜。
比如 《有茶水、免费 Wi-Fi……

家门口这些纳凉点太舒服了→》 这篇
文章充满了生活气息。文章从入伏第
一天 7 月 15 日的高温热浪写起，分别
整理报道了各县市纳凉点为应对高温
所做的准备，通过一张张居民在纳凉
点欢快聚会的照片，为我们送来了夏
日里的一丝清凉。

同时，“联‘县’热推”专题的选
材也十分丰富，让我们得以从多个领
域更好地关注县市生活。既有关注青
年的各类报道 《青年夜校，不“误”
正“夜”》《快门咔嚓，毕业的“姿
势”是笑着说再见》，也有《“凉”心
推荐！这些避暑宝藏地值得打卡》《暑
期到！如何玩转“好city”的湖北》等
关于地方各类景点的推荐，还有关于
乡村振兴的文章如 《小花朵开出乡村
振兴“新花样”》《大学生巧手“绘乡
村” 一半田园一半青春》 等。这些
丰富多样的选材，不仅让报道内容更
加充实饱满，也让读者对湖北各县市
的风貌有了更加全面、深刻的认识。

多样化呈现 感染力强

“联‘县’热推”专题以其独树
一帜的呈现方式，极大地提升了报道
的表现力与感染力。富有网感的标题
让“联‘县’热推”专题的表现力得
到极大丰富，方便了文章的互联网传
播，如 《防溺水，齐上阵！唱出暑期
专属 Freestyle》《解锁夏季纳凉的 N 种
姿 势》《雨 后 初 晴 ， 这 些 城 市 按 下

“刷新键”》 等文章，标题都巧妙融
入了时髦的网络用语，让流行用语为

新闻服务。
在 内 容 构 建 上 ，“ 联 ‘ 县 ’ 热

推”专题更是别出心裁。许多报道均
以引人入胜的导语开篇，迅速抓住读
者的眼球；结尾则余韵悠长，引人深
思，使得整篇报道不仅是对县域动态
的简单记录，更成为一个个独立而深
刻的小专题。这种首尾呼应、主题鲜
明的写作手法，让报道更具层次感和
深度。在 《青年夜校，不“误”正

“夜”》 中的开篇导语就写到“上世
纪 80 年代夜校作为获得再教育的教学
模式受到年轻人的青睐。如今，夜校
再度流行……”瞬间将读者带入历史
与现实的交织中。结尾部分，则通过
精练而深邃的总结升华主题：“青年
夜校的再度出圈反映出年轻人充实内
心、追求梦想的精神需要和自我提升
的精神追求……”此番结语，不仅为
报道画上圆满句号，更激发读者的种
种深思。

在呈现方式上，“联‘县’热推”
专题同样展现出了极强的创新性和多
样性。除了传统的文字报道外，还融
入了图片、短视频等多种新媒体元
素，做到了每篇文章都可读可观可
感，在丰富了报道的表现手法的同
时，也极大地提升了读者的阅读体验。

湖北日报客户端“联‘县’热
推”专题的推出，不仅为地方宣传报
道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参考路径，更为
县域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和活力。它
以小切口选题为切入点，以丰富多样
的生活化选材为内容，配合多元化的
呈现方式，鲜明生动地为我们呈现了
湖北各县市的生活景象，感受湖北的
别样魅力。

湖北日报客户端“联‘县’热推”专题

举重若轻 展县域画卷
□本报见习记者 朱小苗

山东曲阜的尼山作为中国儒家宗师
孔子的诞生之地，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底
蕴，这里滋养并深化着儒家思想这一跨
越千年的璀璨中华智慧，引领着全球对
于和谐、仁爱、智慧的深刻思考与探
索。每年，尼山世界文明论坛这一国际
文化学术交流活动便在此举办，通过对
话世界文明、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中外
文化交流、共建和谐世界。

7 月 10 日，第十届尼山世界文明
论坛在山东曲阜开幕。《大众日报》特
别策划推出8连版特刊，以融媒体+AI
科技的形式，回望尼山世界文明论坛

“从1到10”的发展之路，讲述中外文
明交流互鉴的生动故事。

特刊设计融合儒学价值

《从尼山出发》 版面设计颇具匠
心，8连版的结构巧妙融合了中式请柬
样式，雅致有韵味，引领读者层层揭
开版面，寓意“从尼山出发，打开世
界的门”，诚挚邀请全球各界嘉宾、专
家与学者，共襄盛举，共同搭建古今
对话沟通的桥梁。“请柬”两侧镌刻的

“仁”字，熠熠生辉，深刻彰显儒家文
化的精髓与核心。

前 4 个版面为一个整体，以黄色
为 主 题 色 ， 版 面 两 侧 绘 以 巨 大 的

“10”字，左侧“1”宛如时间之钥，
回溯 9 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的轨迹；
右侧半个“0”则预示着第十届尼山世
界文明论坛的召开，其间镶嵌第十届
尼山世界文明论坛的内容预告，预示
着新篇章的辉煌。二者组成“10”的
数字，不仅标志着尼山世界文明论坛
的 10 年辉煌历程，更是中国与世界文
明深度对话的 10 年见证。历届论坛主
题错落有致地镶嵌于版面底部，展现
了历史的沉淀与未来的展望。

后 4 个版面为一个整体，以蓝色
为主题色，儒家先师孔子立于版面一
侧，慈祥而睿智，像一座永恒的精神
灯塔。版面右下方的“仁义礼智信”
五字，凝练地勾勒出儒家思想的核心
价值体系，右侧则以毛笔勾勒的画卷
为引，增添了几分文化韵味。

版面中部，一条蓝色山脉横贯其
间，也是尼山的文化代表。尼山，这
座位于山东蒙山南麓的圣地，其地理

风貌五峰耸立，群山环抱，蓝色山脉
成为特刊背景中不可或缺的自然元
素，既展现了山东的地理特色，也寓
意着尼山文化的深厚底蕴。

这条蔚蓝山脉如同文化的纽带，
串联起 6 幅由 AI 绘制的情景插画，它
们以大众新闻客户端近年来精心策划
的系列报道为主题，有 《鲁班锁赠予
联合国安理会成员》的智慧之光、《山
东造高铁疾驰雅万》的科技飞跃、《跨
越千万里，百草传丝路》 的文化交
流、《“China Travel”热潮涌动，“好客
山东”尽显国际范》的旅游盛景等。

《从尼山出发》 以动画形式生动
演绎大众新闻的精彩报道，将主题思
想与儒家文化的价值理念巧妙地合
二为一，不仅是对儒家思想及其所
承载的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更
是其跨越国界，被世界所认同、学
习 和 借 鉴 的 生 动 例 证 ，“ 孔 夫 子 的
话，越来越国际化”成为当代文明
互鉴的最佳注脚。

丰富内容对话中外文明

《从尼山出发》内容回望尼山世界
文明论坛的发展历程，细致梳理并展现
了前9届论坛的核心议题与深刻见解，
如同一部浓缩的智慧编年史，带领读者
穿越时光隧道，感受思想的碰撞与文明
的交融。

卷首语 《从尼山出发》 洋洋洒洒
2600 字，站在历史的关键当口回首过
去、展望未来，全面回顾尼山世界文明
论坛的发展之路、取得的丰硕成果，以
及新时代加强文明交流互鉴的价值、路
径等，字里行间洋溢着对文化多样性的
尊重与促进世界文明共同繁荣的愿景。
同时，该卷首语附有英文译本，彰显了
论坛的国际化视野与包容性精神。

在“尼山回响”版面中，《文明：
因交流而绚烂多彩》《文明：在互鉴中
日益丰盈》两部分内容图文并茂，分别
设计了10个小标题，配以10段精辟论
述，呈现了前 9 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
中，来自全球各地的嘉宾们的演讲精
华。这些发言，如同璀璨星辰，照亮了
人类文明的交流之路。文中的插图将中
外文化交流互鉴的瞬间定格，让历史的
记忆更加生动鲜活。

8连版特刊第二部分以习近平总书
记在一些重要会议活动中引用的 《论
语》 金句作为引题，如“有朋自远方
来，不亦乐乎？”“德不孤，必有邻”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三人
行，必有我师焉”“四海之内皆兄弟
也”“和为贵，和而不同”6 句儒家至
理名言，并由这些儒家箴言引出当今中
外友好交流对话历程。

6段主题文字非长篇大论，却字字
珠玑，以凝练的笔触深刻阐述了儒家
思想如何跨越时空，成为促进当今世

界友好交流、深化国际合作、推动全
球发展与融合的宝贵思想智慧。它们
不仅是对中国传统智慧的现代诠释，
更是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生
动注解，展现了在全球化背景下，中
国以开放包容的姿态，融入并引领世
界文明的对话与融合，与全球共同绘
制人类文明新图景。

3 篇长文丰富了特刊的内容。《优
秀传统文化焕发新的时代光彩》讲述了
新时代之下传统文化的创新、活化发展
路径；《我的中国故事 我的海外故
事》报道了在山东工作的卢旺达人贝查
得一家以及其他外国友人在中国生活、
发展、缔结中国情缘的生动故事。

《当孔子遇上AI 这些问题他会如
何回答》更是创新内容形式，与孔夫子
进行了一场穿越时空的深度访谈。文章
对孔夫子提出了8个与AI相关的问题，
试问孔子，在当今AI技术不断发展的
环境下，应如何利用好孔夫子的思想智
慧，更好地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这样
对话孔子的特别体验，富于创新，不禁
令读者心生兴趣。另外，通过扫描二维
码，读者即可获取孔夫子给出的答案。

总体来说，《大众日报》 推出的 8
连版特刊《从尼山出发》，在版面设计
编排与报道内容两个维度上，均展现出
鲜明的主题与非凡的创意，不仅在视觉
上给人以享受，更在内容上引人探索、
发人深思。

《大众日报》8连版特刊《从尼山出发》

连接中外 促交流互鉴
□本报记者 张福财

气象与各行各业及社会公众的生活息息
相关，在提高全民科学素质、防灾减灾和应对
气候变化中，气象宣传与科普工作责任重大。

由中国气象局气象宣传与科普中心（中
国气象报社）推出的“科普看台”特色版面，关
注气候变化、极端天气事件等重要选题，及时
推出权威、有用的内容，同时在《中国气象
报》、中国气象新闻网科普频道、中国气象微
信公众号“涨知识啦，气象”等平台，分别根据
各自平台特点融合发布，多篇产品被《人民日
报》、人民网、新华网等媒体转载，经过500多
期的锤炼，一大批科普精品文章在这里呈现，
该版块已成为气象科普宣传的一个重要平台
与窗口。

深挖科普资源 解析气象事件

对于气象科普而言，如何创新科普理念、
整合内容资源、拓展传播方式，让科普作品活
起来、科普产品动起来、科普传播流起来，用
受众喜闻乐见的作品、生动形象的产品打造
科普流动传播的互动新平台，是《中国气象
报》近些年来努力适应新形势、新变化的发力
点。作为《中国气象报》打造的特色版面，“科
普看台”每周聚焦一个话题，有重点地呈现，
截至7月19日共刊发525期，成为气象科普
领域的优质品牌。

版面深挖科普资源，持续保持推出权威
性与通俗性的高品质产品，同时把握宏观站
位、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作品将信息传播、融
合互动和舆论引导有效统筹起来，体现了强
烈的人文关怀。此外，对于社会关切，特别是
重大天气气候事件深度解读，版面站稳科学
立场，及时做好深度解析回应社会关切，并注
重以翔实数据作辅助，邀请权威专家剖析科
学问题，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除了关注大事件，在重大节日方面，《中
国气象报》也从不缺席。如聚焦全国草原保护
日，“科普看台”版面6月19日推出专题策划

《天苍苍野茫茫：草原奥秘知多少》，围绕美丽
的草原到底有几多模样、我国草原之“最”有
哪些、该如何进行草场监测呵护草原生态等
问题，带领读者一起探寻更多草原的秘密。报
道体现出一定的深刻性和敏锐性，背后根植
于对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的坚守。

关注气象热点 提升防灾意识

《中国气象报》“科普看台”版面密切跟踪
科学前沿，特别是关注气象科学领域关键热
点难点，持续推出话题式、热点式报道，为公
众做好科普的同时，也帮助提升防灾减灾意
识和能力。

今年5月21日，新加坡航空公司SQ321
航班在飞行过程中因严重气流颠簸，紧急备
降泰国曼谷素万那普国际机场。航空专家初
步判定是飞机遭遇了晴空湍流，对飞行安全
会构成潜在威胁。什么是晴空湍流？这个难解
的专业术语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科学及影响与
应对？报道《飞行中的隐秘威胁：晴空湍流》邀
请了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灾害天气国家重点
实验室研究员郭建平、中国民航大学副教授
庄子波、中国民用航空中南地区空中交通管
理局气象中心首席预报员钟加杰等专家顾问
展开交流。文章从原理篇、影响篇、应对篇和
前景篇四部分围绕“晴空湍流因何起”“航空
飞行受到哪些‘隐秘’挑战”“如何捕捉，提前
防范？”“全球变暖，加剧飞机颠簸风险？”等内
容逐一叙述，内容注重科学性、权威性，兼具
新闻性，增加说服力。值得一提的是，在版面
的常设版块“微话题”中，还罗列了近年来晴
空湍流造成的4起飞行事故，同时引导读者
在应对突如其来的颠簸时应系好安全带，帮
助读者有效提升防灾减灾意识和能力。

整体来看，《中国气象报》“科普看台”版面
用行业媒体的独特视角，秉承科学精神与气象
知识普及有机结合的理念，积极探索和解读与
民生密切关联的天气气候现象，关注和聚焦气
象热点问题，并以微话题见大道理的方式，将
晦涩的专业问题以通俗的方式表达出来，在科
学家与社会大众间构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同
时把更多气象引发的“天灾人祸”呈现在读者
眼前，警示公众，提高人们对气候变化的重视，
倡导保护环境，践行低碳、文明的生活方式，有
利于实现从提升防灾减灾能力向提高国民科
学素质的飞跃，值得业界借鉴。

《中国气象报》“科普看台”版面

有料有趣
长气象知识
□本报记者 吴明娟

■良策剖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