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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策剖析

■一策一评

改革的光芒始终照亮着我们前行的
道路。《新华日报》日前精心策划并开
设了“改革开放风云录”融媒专栏，同
时在交汇点新闻客户端进行同步呈现。
该专栏从过往优秀新闻报道中精心筛
选，梳理出一批新时代以来江苏改革开
放进程中的标志性案例，巧妙地将历史
新闻点转化为当下的观察窗口。

通过《新华日报》记者深入细致的
回访工作，“改革开放风云录”融媒专
栏以鲜活的故事和翔实的数据为笔，不
仅全面展现了江苏在经济、医疗、农村
发展等多个领域取得的辉煌成就，还在
字里行间勾勒出一幅幅波澜壮阔的时代
改革画卷。

以历史为观察点
融汇过去

历史是一面最好的镜子，它承载着
厚重的过去，记录了所有变革的前因。

“改革开放风云录”融媒专栏的第
一篇报道《“春到上塘”再出发》便为
我们展现了很强的历史纵深感。文章摘
录了 《新华日报》 2022 年 10 月 11 日 1
版的报道 《昔日“由统到分” 如今

“由分到合” 上塘又见“红手印”》，
先讲述了垫湖村于当年10月10日有15
名干群在一张契约上摁下红手印，约定
分别以土地、资金、技术等入股，联手
栽植 2000 亩碧根果，接着又回顾了该
村在 1978 年首开江苏农村“大包干”
先河后发展掉队的遗憾，向我们解释了
垫湖村为何要痛定思痛学习安徽省凤阳
县小岗村当年“大包干”摁满红手印的
契约的背景。短短300字通讯，却贯穿
了1978年到2022年的历史距离。

在另一篇《让农民更长久地从土地
上受益》的文章中，通过对历史进程的深
刻剖析，进一步增强了文章的内核。文
章仔细梳理了武进地区土地改革的轨迹
和前后情况对比，从早期企业租用村地、
村委会集中收租，到2014年年底新一轮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探索用地入市的新
路径。这一系列变革不仅改变了乡村面
貌，也让我们更加珍视武进作为江苏省
唯一、全国15个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三项
试点地区之一所积累的宝贵经验。

站在历史的高度回望，每一次改革
都 是 循 序 渐 进 、 稳 扎 稳 打 的 成 果 。
《“诚信债务人”翻开人生新篇章》一
文，便是这一理念的生动诠释。从
2019年10月江苏率先启动“与个人破
产制度功能相当”的试点工作，到
2022年年底全省13个设区市的中基层
法院全面覆盖，再到截至当年6月底，
全省法院受理的类个人破产案件已达
1241件，188名债务人在清偿1.28亿元
债务后重获新生，其余债务得以免
除。正是这些基于历史经验的不断探
索与尝试，为改革的稳步前行奠定了
坚实基础。报纸作为一种记录的载
体，很好地报道记录下当时的社会发
展状况。

“改革开放风云录”融媒专栏将
《新华日报》以往的报道和当下的新采
访同时呈现，过往报道似“咸肉”，重
访报道似“鲜肉”，二者结合呈现，也
能烹制出媒体报道中的“腌笃鲜”，令
阅读效果更佳。这种巧妙的联动充分调
动了《新华日报》过往报道的素材库，
在新时期焕发出新的阅读价值。

以群众生活为切入口
展望未来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历史，人民群众
始终是社会生活舞台上的主角。“改革
开放风云录”融媒专栏的系列报道，深

刻践行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
焦于人民群众生活中发生的点点滴滴变
化，通过鲜活的人物故事和采写资料，
为每一篇报道赋予了生动的灵魂。

其中，《在这里，农业农村现代化
可及可感》便是这一理念的生动实践。

面对宏大的农村现代化议题，记者
并未陷入空洞的论述，而是巧妙地从
2020 年 5 月 28 日苏州发布全国首个农
业农村现代化指标体系的新闻线索切

入，对当代苏州的农村生活进行了回访
记录。文章开篇就介绍了苏州高新区通
安镇树山村脆甜多汁的翠冠梨迎来了丰
收季，村里一家私房菜馆的店长赵云告
诉《新华日报》记者，翠冠梨从7月下旬
批量上市，一直能供应到 8 月 15 日前
后。这个时间段菜馆也特别忙，12个包
间天天被预订一空。这样有人气的开
篇，让文章得以脱离简单的数据堆砌，真
正与人民生活紧密相关，让人们对未来
的美好生活有了更加充分的期待。

《“快递进村2.0版”，富了农民兴
旺了乡村》同样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
相对于《新华日报》2021年12月18日
3 版刊发的用数据介绍江苏“快递进
村”如何发展的消息，记者的回访则是
直接从具体的快递站点开始。开头就是
8月底的泗洪县青阳街道正在紧张运转
的 3000 平方米的县级寄递共配中心快
件处理车间，点明此时正是泗洪农特产
黄桃成熟后口感最佳的时节。通过记者
对泗洪镇级物流站点的现场采写，我们
得以形象具体地领略到“快递进村”助
力乡村振兴的鲜活场景，领略人们热气
腾腾的发展热情。

此外，医疗问题作为民生之重，同
样得到了融媒专栏的深切关注。《集
采，让更多百姓看得起大病了》这篇文
章的记者回访了5年前的采访对象秦建
成。记者在秦建成曾经手术的南京市第
一医院中心病房进行走访，通过关注百
姓的生活状态，真实记录了心脏支架集
采政策给患者带来的实惠与希望，呈现
出江苏医疗改革的切实成效。

当然，作为一个融媒专栏，“改革
开放风云录”在多重形式表现上仍有值
得继续提升的空间。对于此类深度选
题，也可以采用多媒体手段继续挖掘其
背后的故事与细节，通过更加丰富的叙
事手法和多元视角进行呈现。

回顾是为了更好地前行。“改革开
放风云录”融媒专栏以其独特的选题视
角和深情的回访报道，不仅让我们重温
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还在心灵深处
种下了珍惜与奋斗的种子。专栏引领我
们在回望历史中汲取力量，更加珍惜当
下，同时也坚定了我们面向未来、勇往
直前的信心和决心。

《新华日报》“改革开放风云录”融媒专栏

回访报道如何烹制“腌笃鲜”？
□本报见习记者 朱小苗

“学历是下不来的高台，脱不下的
孔乙己的长衫。”从去年毕业季到现
在，关于大学生从事快递、保洁、务农
等工作是否就是“书白读了”的讨论一
直在持续。今年暑期，南方都市报·N
视频策划推出了就业观察类系列轻综艺

《毕业第一站》，用真实的人物故事、贴
近年轻人的讲述风格，呈现了回家务
农、做家政、摆地摊的年轻人也可以有
成就感满满的人生。

选题精准
贴合青年创业就业

高校毕业生就业话题事关民生福
祉、经济发展和国家未来，社会关注度
高。今年6月，人社部、教育部、财政
部联合发布《关于做好高校毕业生等青
年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提出11项政
策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
业创业。大学生就业这一话题也被社会
持续关注。

《毕业第一站》将就业这一大选题
进行细化，关注愿意放下“学历包袱”
的新时代年轻人如何“以独特的创造
力、适应力，在传统行业里寻找新的空
间”，同时兼顾都市媒体定位，走近灵
活就业、自信要强的广东大学毕业生，
聚焦年轻人“闯”的劲头、“干”的精
神和“创”的作风，发现各行业高质量
发展进程中给年轻人的无限机遇。这一
选题方向精细且有本地特色，也为这一
选题的精彩呈现奠定了基础。

《毕业第一站》选择的受访者颇具
代表性。

第一期节目以《高材生回乡务农是
退路还是出路？没想到他们毕业第一站
竟……》为题，其中一位受访者是毕业
于华南理工大学土木工程专业的王梓
颖。从广州读书毕业后，面对本专业就

业环境的变化，他选择回到家乡养鸽
子。节目中，面对“学完土木工程养鸽
子是否觉得大学白读”的问题，王梓
颖很淡然，他觉得转行十分正常，重
要的是在大学中培养能力。还有一点
巧妙之处在于，视频中介绍了另一位
转行从事肉鸽养殖的年轻人王红。这
位“00 后”姑娘在大学学的是计算机
专业，回到家乡后转行做了肉鸽育种
工作。王梓颖说，这一岗位对学历并
没有很高的要求，但如果是高学历者
从事这一行业，会上手更快、更会创
新，更有可能对行业改变作出贡献。
基于这样的认知，王梓颖所在的养殖
场与仲恺农业工程学院等院校合作，
在育种、营养、疾病等方面开展深度
合作，其所在的养鸽场还是广东省博
士工作站。这一人物的故事很好地呈
现了“新农人”的工作状态，展现了
农村农业发展的广阔天地，同时具象地
呈现了广东年轻人如何响应百县千镇万
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并在推进乡村振兴
方面带去新鲜血液和科学思路。

在第二期节目中可以看到，1999
年出生的黄廉浪，毕业两年就做了京
东物流在广东最大的洋酒单仓仓库负
责人，他克服了对年轻人资历浅的偏
见，拥有强大的领导能力；第三期节
目介绍了晚上到地铁站摆摊卖烤肠的
中山大学哲学系硕士如何在创业间隙
通过摆摊和年轻人聊天，在分享的过
程中把焦虑解构掉。这些人物故事的
讲述，都非常具象地呈现了做快递、
摆地摊并不等于不努力，相反还可能
发挥出年轻人的优势，另辟蹊径获得
发展机会。

创新形式
营造轻松愉快氛围

N视频的定位是“湾区青年交流平
台”，以年轻人为主要受众群体，其视
频平台上的产品不管是选题还是呈现方
式上都“网感十足”，贴近青年群体的
表达方式。《毕业第一站》将节目定位
为就业观察类系列轻综艺，其中的“观

察”和“综艺”主题值得重点关注。
嘉宾观察类综艺常常用于故事性强

的节目，以往在情感类节目中尤为常
见。作为以纸质媒体起家的新媒体平
台，在就业主题中加入观察室嘉宾观
点的形式，十分有新意。《毕业第一
站》 创造了审片会的场景，播放记者
采访的视频，呈现人物故事，审片老
师则化身观察室的观察员不时出现在
节目中，点出人物的特征、补充采访
话题涉及的背景知识，起到了突出重
点的作用。比如，在呈现马里奥管家
家政公司创始人的采访时，受访人介
绍了自己为何转行做家政行业，其中
提到，当下，技术人员越来越吃香，
家电师傅年轻化趋势明显，而且从业
者收入可观，清洗3台空调、1台洗衣
机、1台油烟机，耗时3小时，收入就
能达到 500 元。观察室有的嘉宾发出
感叹，没想到这一行业如此赚钱，有
的嘉宾则适时补充道：“现在这种家政
非常贵”，也印证了受访人所讲的家政
未来是很有前景的市场，不易被人工
智能所取代，而且会向着年轻化的方向
发展。

“轻综艺”的定位则更贴近年轻
人，可以加入大量特效、网言网语等
贴近年轻人的表达方式。在传统电视
节目中不常出现的大字体字幕、五颜
六色的底色等，都可以在综艺节目中
呈现。而且这一系列节目的解说也很
有特色，不拘谨的广东口音普通话，
既符合本地特色，又营造了轻松愉快
的节目氛围。

总的来说，《毕业第一站》关注“脱下
长衫”的年轻人的状态，为对前路迷茫、
对从事基础工作充满未知的年轻观众提
供了可供参考的样本，呈现上创意感十
足，形式新颖，相信能为求职路上充满迷
茫的年轻人带来更多启发。

南方都市报·N视频就业观察类系列轻综艺《毕业第一站》

“脱下长衫”的年轻人拥有N种可能
□本报记者 隋明照

在济南这座古老而又现代的城市中，
每一位普通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奉
献。他们的故事或许平凡，却蕴含着不平
凡的力量。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推出的“微纪录·草
根力量”专题，正是聚焦于这些基层人物，
通过微视频短片和图文报道的形式，展现他
们在平凡岗位上的非凡事迹。这不仅是一次
媒体的创新尝试，更是对基层工作者的深情
致敬。

多媒体融合报道

“微纪录·草根力量”专题从8月19日至
23 日，共计推出了 14 条内容，其中包括 9
条微纪录片，5条图文报道。每条微纪录片
的时长控制在5分钟内，以紧凑的叙事和生
动的画面，带领观众走近一个个平凡的岗
位。微视频短片以其直观、生动的特点，迅
速吸引观众的注意力，使得信息的传递更加
高效和直观。

专题还截取了微纪录片里的精彩片段，
每条时长仅近半分钟，用短小的容量捕捉精
彩瞬间，能够迅速引起观众的好奇心，用手
指点开一篇又一篇更加详尽的报道。

有了视频，更少不了文字。“微纪录·草
根力量”专题中的图文报道更是以其深入、
详尽的优势，为观众提供了更多的背景信息
和深度解读。每一篇图文报道都以通讯的形
式呈现，文章中不仅有对各个工作岗位的详
细介绍，更是加入了丰富的对话，兼具专业
性和通俗性，通篇读起来干货满满的同时颇
具画面感，仿佛置身于采访现场。

将微纪录片与图文报道相结合，不仅丰
富了报道的层次，也拓宽了报道的受众群体。

聚焦基层真实画卷

在专题中，齐鲁晚报·齐鲁壹点的记者带
领观众走近社会基层岗位，通过采访岗位上
的工作人员、观看他们的工作流程，真实、详
细地还原了他们的工作状态、生活环境和内
心世界，让观众对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基层岗
位和工作人员的日常生活有了新的认知。

有通宵达旦检修和放行飞机的机务维修
员；有看一眼照片就知道单车具体位置的共
享单车调度员；有与水果打交道40多年已65
岁的果农；有落叶季一条船打捞2000斤落叶
的护城河保洁员以及一天开船9小时的济南
护城河游船驾驶员……这些为城市默默付
出、辛勤劳作的人们，是可爱的、可敬的。

与此同时，微纪录片的镜头也带领观众
进入了一个美如画的济南。在《护城河“美
容师”：一船一杆守护“一池清水”》 和

《护城河船工：一句“济南真好看”，倍感知
足》中，济南的护城河畔垂柳依依，河水清
澈见底，古老的城墙在晨光中显得庄严肃
穆。这些自然与历史的元素，与那些日复一
日、年复一年守护这片水域的“美容师”们的
身影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幅动人的画面。

提升品牌形象

“微纪录·草根力量”专题自推出以来，
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热议。每一篇
报道的阅读量都上万，多数报道的阅读量在
2万到3万之间，最高近4万。

许多观众都表示被这些基层人物的故事
所感动和激励。“‘飞机拜拜员’真是有技
术含量的工作，为他们的专业和敬业精神点
赞！”“师傅们辛苦了，你们是这一泓清水的
园丁。”……报道的评论区，网友纷纷为这
些不平凡的人们点赞。可以看出，这一生动
的系列报道对于呼吁大众更加关注这些平凡
岗位和岗位上的人有积极作用。

通过聚焦基层人物，“微纪录·草根力
量”专题提升了公众对于社会各个行业和岗
位的认知与理解，让人们更加尊重和珍惜那
些默默为社会作出贡献的人，与此同时弘扬
了坚守、奋斗、奉献等正能量精神，展现了
草根力量生生不息、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
这种精神的传递对于激励更多人积极向上、
努力奋斗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微纪录·草根力量”专题也
提升了齐鲁晚报·齐鲁壹点的品牌形象和
影响力，进一步巩固了其作为主流媒体
的地位。

总体而言，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微纪
录·草根力量”专题是一项非常成功的策
划。它不仅展现了社会基层岗位的真实工作
样貌，也弘扬了积极价值观，引发了观众的
共鸣，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微
纪录·草根力量”专题

展现平凡岗位的“不平凡”
□本报记者 张福财

■一栏一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