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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策一评

近年来，作为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审
美追求碰撞产物的国潮，彰显着中国人的
价值追求和审美意趣，承载着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也反映出文化IP的强大和文
化自信的提升。浙江是传统文化产业大
省，拥有“中华老字号”124家，数量居全
国第一。浙江也是引领国潮风向标的高
地，数字化转型、创新设计、国潮跨界，
无不走在全国前列。

今年2月底，浙江日报·潮新闻重磅推
出“国韵·潮起”国潮专区，联合政府部
门、行业协会、企业、文化机构，寻找国潮
品牌战略合作伙伴，共建“国潮朋友圈”，
讲好国潮故事，持续助推国潮品牌的创新与
发展。

搭建国潮品牌集散地

2023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积
极培育国货“潮品”等新的消费增长点。如
何为浙江省发展国潮新消费添砖加瓦？如何
更好地为国潮品牌聚力鼓劲？潮新闻打造了
国潮专区，成为国潮品牌的信息集散地，为
中国品牌搭建舞台，为宝藏国货叫卖叫好。

国潮专区设置了 4 个定位功能各异的
栏目。

“国潮大事件”针对国潮领域的热点事
件、人物等进行深入报道。“对话国潮主理人”
板块对国潮领域有影响力的人物进行专访，
如品牌创始人、设计师、艺术家等。《“国潮风”
来啦 这届年轻人追捧“新中式”养生》关注
到中医药文化在年轻人群体中兴起的现象，
记者实地走访中医医院。

“国潮圈”是国潮品牌的信息集散地，
实时更新关于国潮的最新资讯、活动信息、
好物推荐等。如《“只有理解并尊重传统，
才能更包容”，柯桥90后小姐姐还原汉服之
美》 讲述了绍兴柯桥“90 后”女孩李华坚
持传统设计，店铺“踏云馆”在汉服圈中出
了名，成为传承与创新并重的文化符号。

“国潮观察”对行业发展、国货品牌等
作观察解读，促进公众对于国潮品牌现状的
认知。如《“三伏天”启动 国潮好货六神
花露水受年轻人追捧》围绕美团买药发布的

《健康度夏指数报告》，解读炎炎夏日健康消
费趋势。

“国潮体验官”则走进工厂、旗舰店
等，聚焦国潮品牌发展，挖掘品牌成长故
事、匠心精神，以及新时代下的发展路径。

《中国奥运健儿行李箱取名“英佣”，设计图
首次公开》通过视频报道讲述行李箱中的文
化传承和设计巧思，让更多人知道了浙江临
平的这家箱包企业。

讲好国潮创新转化故事

国潮专区注重内容的深度挖掘。比如
“让美好发生”系列宣传，探寻城市与国潮的
链接，记者走访了绍兴汉服、龙游宣纸、金华
甜汤、杭州王星记扇子等地，通过走访、采访
浙江各地的特色产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人，不仅使内容更加生动有趣，贴近消费者，
也增加了文化的厚重感。

国潮专区注重传播的丰富形式。比如深
度报道解读行业发展，关注国潮兴起的背
后，为国潮品牌发展赋能。视频报道呈现鲜
活案例，记者走进热点事件、热门品牌，带
领读者沉浸式体验国潮魅力，总播放量破百
万。专访报道聚焦影响人物，既有行业大
拿，如珀莱雅董事长侯军呈，中国工艺美术
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朱炳
仁，美特斯邦威创始人周成建等，也有致力
于文化传承的新生代，如东阳“00后”“造
龙师”、手艺人左炎令，杭州珠宝设计师

“寻宝十三姨”等。
国潮专区注重内容的经营赋能。阿里、

华为、吉利、万事利、朱炳仁·铜、龙顶茶
叶等一线国潮品牌，作为首批“国潮朋友
圈”成员入驻潮新闻。连续开展“国潮福利
社”社群活动，联动古茗奶茶、柚香谷宋柚
汁、西湖啤酒等品牌，一方面为潮新闻用户
送福利，另一方面为国潮品牌提供品尝试吃
反馈的渠道，并逐渐成为用户分享生活方式
的平台。

国潮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生活方式，已
经影响到人们的衣、食、住、行、用等方方面
面，覆盖面广，大有可为。国潮专区除了新闻
报道外，正逐渐成为用户交流、分享以及领取
福利的专区，寻找国风国潮“同好”的平台。
同时，通过生产爆款内容，扶持新国货品牌成
长，进而拓展经营业务，亦为媒体探索融合经
营提供了新路径。

浙江日报·潮新闻“国韵·
潮起”国潮专区

共建“国潮朋友圈”
□本报记者 黄琳

钢铁坦克上巴掌大的一扇窗，万吨
战舰上一只小小的信号灯……部队中的
这些小细节，构成了“强军之路·向百
年”系列微视频中的大主角。在今年的
八一建军节前夕，中国军网推出“强军
之路·向百年”系列微视频，以小切口
展示强军建设大成就。

以小见大 创新视角切入

“强军之路·向百年”系列微视频
分为 《方寸天地》《深蓝密语》《凌云
跃门》《长剑之脊》 4 集，分别对应陆
军、海军、空军、火箭军，每集时长
4 分多钟。以小见大是这一系列微视
频的突出特点，以 4 分多钟时间讲好
一个军种的有代表性的故事，又能体
现出“强军之路”的主题，殊为不
易。“强军之路·向百年”系列微视频
选择以具体的人物视角，从部队中的
小切口切入，展现了在选题和呈现上
的巧思。

比如在 《深蓝密语》 一集中，以
海军为主题，以海军某驱逐舰支队付
家宝为故事主讲人。视频开头，付家
宝直言，离开家门时，他想着成为舵
手或者是炮手，但最后没想到成了

“掌灯的”。视频中，付家宝在班长的
引导下，在一次次的演练中，逐步明
白了舰艇上信号灯存在的意义，体会
到了在无线电信号受到干扰时，灯光
通信方式发挥的重要作用。视频中还
展示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细节，比
如信号兵需要训练“抽空眨眼”的能
力，因为眨一次眼有可能会漏看字
母，视频中还用镜头语言表现士兵练
习睁眼到流泪，以此体现其训练中需
要经受的考验。这一集中，还讲述了
遵义舰收到外舰用灯语发来“Hello”
问候的故事。付家宝感叹：“站在遵
义舰甲板上，收获的友善、尊重、羡
慕乃至赞叹，让我感受到了万吨大驱
之强，中国‘朋友圈’之大。40 年
前，一群年轻的水兵感慨，咱遵义舰
不愧是驱逐舰家族的大哥。老遵义舰
满载排水量 3000 余吨，水兵站在并不
宽敞的甲板上，畅想远方的海是不是
更蓝。40 年后，甲板上迎来了一群新

的水兵，见惯星辰大海的战友，眼神
里写满了自信。新遵义舰满载排水量1
万余吨，八舰过海，威风八面。”通过
今昔对比，展现出强军之路建设取得的
瞩目成就。

“强军之路·向百年”系列微视频
非常善于讲故事，这其中有我军装备
先进、人员精良的故事，也有新兵在
老兵带领下逐渐成长的故事，还有致
敬先烈的动人故事。比如 《凌云跃
门》 讲述的是空军士兵的故事，故事
中，主人公提到，为躲开防空武器偷
袭，机长以往会频频让人体会到“坐
过山车的失重感”。然而，有一次执行
任务却飞得格外平稳，视频中响起一
个声音：“我是空军运-20机长，我部
奉命接迎志愿军忠烈回国。”《长剑之
脊》 讲述的则是火箭军的故事，其中
的班长何贤达爱钻研，当兵 27 年，精
通 3 种导弹，让新兵敬服，发出“我
什么时候才能成为他”的灵魂之问。

年轻化表达 赢观众好感

“强军之路·向百年”系列微视频虽
短，但制作一点不含糊，画面质量高、
文案大气优美、剪辑紧凑而且亮点频
出，让人看过之后印象深刻。

视频画面中，既有壮阔的海面、苍
茫的戈壁这样的大全景镜头，也有坦克
视窗中透出士兵炯炯有神的眼睛、“拆
弹专家”盯上导弹水平仪的细节镜头，
画面丰富，故事感强，观感很棒。

视频的剪辑则透露出“年轻态”。
《长剑之脊》 中有一段台词十分有意
思，主人公说：“学习网络工程的我，
曾认为人工智能将主宰一切，成了何班
长的兵，我更在意智能前面那个定语
——人工。”这句台词配上活泼的民
乐，加上定格画面上为师徒俩加上的大
大的“人工”二字，颇具趣味，而且这
一画面还发挥承上启下的作用，引出了
接下来何班长对“人是火箭军制胜的关
键”的论述。张弛有度的剪辑，为视频
赋予了节奏感，令人眼前一亮。

系列微视频中，优美的解说词令
人印象深刻。比如 《凌云跃门》 中
提到：“载着强军梦飞越，那扇门，
见证了飞行学员捍卫长空的凌云壮
志；掠过青藏高原壮美的雪山之巅，
那扇门，目送特战队员空降突击的背
影；穿越南太平洋上暖流的颠簸，那
扇门，饱含汤加人民万里之外的期
待；聆听撒哈拉古老文明的吟唱，那
扇门，伴随中国蓝盔播撒和平的种
子。走进这扇门，鲲鹏振翅，未来可

期；打开这扇门，人民空军，奋飞
图强……”优美的排比句，配合变换
的画面，展现出我国空军的强大实
力和为世界和平付出的努力。

再如讲述坦克兵故事的 《方寸天
地》中说：“这扇窗很小，它看得到眼
前，看得到脚下，戈壁的白日黄沙，旷
野的午夜星辰，草原的蜿蜒牧道，人车
合一与风竞速，融入体系立体攻防，笑
傲沙场舍我其谁。这扇窗很大，它看得
到世界，看得到未来，它为暗夜点亮一
颗颗星星，它让海面掀起一缕缕波浪。
它在雪原掠过一阵阵呼啸，它一次次眺
望对岸，盼望书写当归的故事，它一次
次走出国门，展示捍卫和平的力量。向
后看，是一身钢筋铁骨留下的扎实印
记，向前看，是下一个使命催征的战
场。”气势恢宏的文案，配上同样气势
磅礴的画面，展现出坦克作为陆战之王
的威风凛凛，同样展现出坦克兵的自信
与国家的自强。

总的来说，“强军之路·向百年”系
列微视频视角独特、策划精心，向观众
介绍了鲜为人知的故事，在呈现方面画
面精美、文案出色，不管是剪辑还是故
事的讲述风格都年轻活泼、不呆板，让
观众从小故事中，直观地感受到强军建
设的丰硕成果。

中国军网“强军之路·向百年”系列微视频：

小切口展现强军建设大成就
□本报记者 隋明照

7月27日，“北京中轴线——中国
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被正式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作为我国现存最为
完整的传统都城中轴线建筑群，北京
中轴线的申遗成功，无疑又一次展现
了中华文明强大的生命力。在申遗成
功当天，新京报客户端精心策划推出

“中轴长歌”专题。专题中，3D 全景
重建并串联起了 15 个中轴线沿途点
位，以视频解读的形式引领我们穿越
时空，深度体验其背后的文化韵味与
时代变迁。

数字重构
用3D技术打造数字中轴线

与大部分选用实拍建筑图片的媒体
不同，新京报客户端“中轴长歌”专题
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通过3D全景技
术构建展现了 15 个中轴线上的沿途点
位。从钟鼓楼到永定门，中轴线上的15
处知名建筑都被一一精细地还原于3D
全景视频之中。

在这些3D全景视频中，我们得以
在数字世界中沉浸式感受中轴线的独特
魅力。视频开篇即以阔大的俯瞰视角，
将点位上建筑的壮丽全景铺陈开来，让
观众对该处景物的全貌有了直观而具体
的把握。视频界面左侧则巧妙地嵌入了
中轴线地图，呈现出每一处景观在中轴
线上的准确位置。随着视频的推进，画
面不断拉进观众与点位的距离，通过各
个角度视角的切换，观众得以在数字世
界中近距离观赏各个建筑的独特面貌。
同时，视频中不断穿插的相关解说更是
为这段旅程增添了浓厚的文化滋味，让
人对北京中轴线有了更为深刻、丰富的
体验和感悟。

这种沉浸式的体验，让中轴线的历
史厚重感不再局限于冰冷的文字描述或

平面的图片展示，而是以一种直观、
生动的方式呈现于眼前。钟鼓楼的晨
钟暮鼓，仿佛依旧在耳边回响；故宫
的红墙黄瓦，在夕阳下更显庄重与辉
煌；金水桥上的波光粼粼，映照着天
安门的雄伟身姿……这一切，让人仿
佛打破了时空的壁垒，与古人共赏这
份壮丽与和谐。

创新报道
提升观众互动体验

除却 3D 全景视频呈现的震撼外，
观众互动体验的提升也是“中轴长歌”
专题中值得一提的特色，众多新闻产品
可谓是技术含量拉满。除了制作3D全
景视频外，专题还额外打造了VR版本
的视频，通过简单点击与滑动，即可自
由转换视角，享受前所未有的360度全
景沉浸式体验。

在这精心构建的虚拟世界里，观
众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度：既可以
保持传统的正面视角，悠然观赏；也
能随心所欲地上下左右切换，探索每
一个细节。无论是轻轻拉近，让古建
筑的纹理触手可及，还是放大画面，
让整体的轮廓更加清晰，每一次操作
都带领观众更深入地沉浸在数字世界
的历史之旅中。这种深度互动的设
计，不仅极大地提升了观看的趣味
性，更深刻增强了观众的参与感和代
入感，使得这条古老的中轴线不再遥
不可及，而是以一种鲜活、直观的方
式跃然眼前。

而除了 VR 技术上的精彩呈现外，
本次“中轴长歌”专题还巧妙推出了互
动H5，让读者可以进行直接互动。在
H5中，15个中轴线上的关键点位被精
心排列，形成了类似目录的直观展示。
观众只需轻轻一点，即可瞬间跳转到感

兴趣的点位，观看与之相关的精彩视
频。这种即点即看、个性化定制的互动
方式，不仅极大地提升了报道的便捷性
和趣味性，更让每一位读者都能根据自
己的兴趣和需求，自由探索中轴线的独
特魅力。

人文关怀
传递中轴线里的历史厚度

北京中轴线这一贯穿古今的非凡
脉络，远非简单的建筑布局所能概
括，它是历史与未来交织、自然与
社会和谐共生的生动写照，是中华
文明 7 个多世纪沧桑巨变的深刻印

记。“中轴长歌”专题以其独特的视
角和深厚的情感，尤为凸显了对历史
价值的尊崇与传承，成为连接过去与
未来的桥梁。

尽管这其中的系列视频篇幅有
限，但其信息密度极高，每一帧画面
都如同历史长卷中的一帧，蕴含着丰
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内涵。从视频中
可以看到，制作团队在各个点位的介
绍上颇费心思，收集了大量相关信
息，让人在解说词中深刻感受到中轴
线背后所承载的厚重历史。从中我们
得以知道，钟鼓楼“在清朝初期号令全
城，传达着昼行将尽，夜禁将启的信
号”，知道万宁桥“被誉为中轴上的第
一桥，所有南方来的漕船都要经过万宁
桥进入积水潭”，知道景山“其上以中
轴线对称建有五亭，山体最高峰距地面
高度约为45.7米”……

“中轴长歌”专题不仅是一场视觉
与听觉的盛宴，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与
文化的寻根之旅。它让我们在近距离感
受中轴线魅力的同时，也激发了我们对
历史、对文化的敬畏之心。

尽管“中轴长歌”专题中的系列
视频在整体画面的流畅度与清晰度
方面尚有提升空间，报道内容上还
可以进行更充分的探索和丰富，但
该专题中的各类新闻报道和产品在
切入角度和呈现方式上都令人眼前
一亮，展现出策划团队极高的创意
水准与技术实力。

总之，新京报客户端的“中轴长
歌”专题以创新的数字技术手段和深刻
的文化解读为我们呈现了一个立体、生
动、充满活力的北京中轴线。它在为观
众带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沉浸式探索之
旅的同时，也传递了北京中轴线所蕴含
的厚重文化价值，展现出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独特魅力。

新京报客户端“中轴长歌”专题：

搭建数字世界中的中轴图景
□本报见习记者 朱小苗

■良策剖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