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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汇

一部长江文化史，蕴藏着中华民族
的文明基因。由中宣部新闻局指导，中
国记协新媒体专业委员会具体协调，长
江经济带和长江沿线 13 个省区市的主
流媒体联动，由《浙江日报》、潮新闻
参与协办的“文化中国行·长江之歌”
专题报道活动日前推出了前期的报道。
该专题报道通过省际媒体间的联合调
研、协同策划、联动采访，使长江文化
的优质内容“唱”得更响、传得更广。

联动报道谱写“长江之曲”

纵观专题报道目前已刊发的内容可
以发现，13 个省区市的主流媒体充分
挖掘长江文化资源，共同参与报道，形
成了强大的传播合力。如围绕“诗歌”
主题，澎湃新闻聚焦“诗颂长江·长江
的港”主题诗会，从上海开始，到南
京、武汉、重庆，重新梳理新诗的脉
络，展现新诗如何覆盖到中国的内陆，
从长江汲取新的诗歌力量。《马鞍山日
报》则聚焦第二届长江文化论坛，吟咏
长江的诗歌文化，讲好长江文化故事。

主流媒体之间共享文化资源，通过
联合策划和协调行动，提升报道的整体
质量和影响力。如在“文化中国行·长
江之歌”专题报道中可以看到，潮新闻
和《安徽日报》的记者共同关注芜湖铁
画，惊叹“化铁为柔”的艺术之美；潮
新闻与《云南日报》记者在云南楚雄彝
族自治州元谋县共同拾取历史留下的每
一个碎片，追溯文明发源与生长，聆听
百万年历史的回响。

不仅如此，潮新闻记者还走进湖
南，关注长沙马王堆汉墓，感受西汉
的“人间美好”；走进湖北，看湖北省
博物馆中千年的剑影寒光和金声玉
振；走进四川泸州，在国宝窖池群看
一滴水如何变成佳酿……主流媒体联
合行动不仅扩大了报道的覆盖范围，同
时通过对长江文化的系统梳理和传播，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展示民族文化自
信，也进一步激发公众的文化认同感和
自豪感。

挖掘精神内涵呈现“长江之魂”

“文化中国行·长江之歌”专题报道深
入挖掘长江文化蕴含的精神内涵和时代
价值，突出对长江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的
宣传阐释，体现长江文化对于中华文明孕
育、传承、发展的重要贡献，延续历史文
脉，坚定文化自信，凝聚奋进伟力。

涵盖多元领域。专题报道具体内容
包括文物、非遗、诗歌、戏曲、美术、
山水、美食七个领域，充分展现长江文
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在非遗方面，有
西山面塑、湖北房县黄酒、贵州牙舟
陶、安徽宣纸等；在文物方面，有元青
花、董其昌《秋兴八景图》、迄今最早
的孔子像等；在美食方面，上海的葱油
拌面是烟火气里的幸福；在戏曲方面，
有新版《梁祝》亮相长江文化艺术季，
用中式美学吸引观众流连忘返。

兼具深度、广度。专题报道中还有
长江文化考察队的行进式调研报道，以
及大型综述报道等多种报道类型，不仅
介绍文化现象，还深入挖掘背后故事，
更关注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如记者在湖
北荆门，从“长江之腰”的一粒炭化稻
谷，解开“中国农谷”之魂；在湖南长
沙李艳刺绣艺术工作室，探讨千年湘绣

“飞入寻常百姓家”，让传承之路如丝线
般绚烂绵长；在湖北黄冈遗爱湖看古黄
州焕发诗意新光彩，感受东坡遗风今犹
在，且以诗意共远方。专题报道不仅仅
停留在表面信息的传递，而是通过多层
次、多角度的分析，深入探讨长江文
化，将深度与广度相结合，不仅具有信
息价值，更具有学术价值和思考价值。

创新融媒传播展示“长江之美”

“文化中国行·长江之歌”专题报道
还充分运用图文报道、短视频、创意互
动等全类型呈现方式，以丰富多彩的融
媒产品见证大江奔涌。

传播形式丰富。如在聚焦南昌乃至
江西的文化符号瓷板画时，文字报道生
动：“以瓷器作画纸，经料笔勾勒、描
绘，多次加色和高温烧制，让一幅栩栩
如生的人物肖像画跃然‘瓷’上”；视
频制作精良，解说娓娓道来，生动展现
瓷板画将绘画与陶瓷工艺完美结合的魅
力。在报道形式上，专题还充分运用了
融媒体技术，如 H5、AR、动画等，
使传统文化的传播更加生动形象、有
创新。如在长江文化艺术季宣传片
中，长江文脉在 AR 技术下具象化为
重器文物和文化地标，让公众对长江

文化可知可感。
互动参与性强。封面新闻推出

《“蜀”不尽的非遗盲盒》互动H5，是一款
非遗版的拼图游戏，非遗盲盒包含川剧、
成都漆艺、石雕等内容，受众能在指尖的
触碰中了解和走近四川非遗。

专题报道推出后凭借优质内容，以
及让读者不再是被动的信息接收者，也
成为内容的传播者和创造者而广受关
注。例如，网友在“文化中国行·长江
之歌”专题报道关注四川宜宾桥文化后
留言：“桥的文化也见证了宜宾的变迁
与发展，成为城市的气质和一景。”如
在瓷板画的报道后，网友留言：“看着
瓷板画作品，仿佛能感受到那个年代的
故事和情感”“让这门古老的艺术在现
代社会焕发新光彩”等等。网友的感受
更加凸显出该专题报道的历史价值、人
文价值、现实价值。随着该专题报道的
深入，这将是又一个经典而又宏大的策
划与报道的范例。

多媒体联动“文化中国行·长江之歌”专题报道：

全方位多视角“化”说长江
□本报记者 黄琳

10月21日至30日，湖南日报社在
报网端微屏重磅推出《文学里的村庄·
石榴花开》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截至
目前，系列报道全网总阅读量超2.7亿
次，引发了“00 后”阅读民族经典的
热潮和人们对少数民族村庄的向往，成
为湖南日报社继 2023 年推出 《文学里
的村庄》报道之后又一个现象级产品。

思想深度：民族融合与时
代发展的深刻映照

《文学里的村庄·石榴花开》报道在
思想层面的深度展现，体现在其深刻揭
示了民族融合与时代变迁的内在联系。
系列报道精选了乔羽、迟子建、阿来、
刘亮程、鲍尔吉·原野、马金莲、阿克
鸠射、纪红建等8位作家（剧作家）笔
下的村庄，生动展现了中国广袤大地上
8 个民族村庄在时代洪流中的沧桑巨
变；深入挖掘壮族、鄂温克族、藏族、
哈萨克族、蒙古族、回族、彝族、白族
8个少数民族的地域特色，深刻揭示了
各民族如同石榴籽般紧密相连、共同建
设美好家园的精神内核。这种精神内
核，不仅是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的鲜活注解，更是对新时代背景下民
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深情礼赞与歌颂。

此外，系列报道通过文学这一独特
而深邃的透镜，为受众呈现了一幅幅绚
丽多彩的民族风情画卷。报道巧妙地将
民族融合的主题置于宏大的时代背景之
下，不仅极大地增加了报道的思想内涵
与深度，在思想层面引发了广泛的共鸣
与深刻的反思，更显著地提升了其文化
意蕴与历史价值，使之成为兼具时代
性、思想性与艺术性的佳作。可以说，
该系列报道为推动中华文化繁荣发展，
促进民族团结与社会和谐，贡献了宝贵
的文学力量。

文实交融：文学描绘与现
实生活的互动挖掘

《文学里的村庄·石榴花开》大型融

媒体系列报道不仅选取了能够深刻反映
中国乡村变迁与民族融合的文学作品作
为切入点，更重要的是，报道将这些文
学作品与当下的现实生活紧密相连，通
过对比、解读和分析，展现了文学作品
如何反映并影响现实社会。

可以说，在这一过程中，系列报道
不仅展示了文学作品作为时代镜像的功
能，即如何捕捉并呈现乡村社会与民族
关系的细微变化，还进一步探讨了文学
作品在塑造社会认知、推动社会进步方
面的积极作用。通过文学作品中的故
事、人物和意象，引导读者深入思考乡
村社会的历史变迁、民族关系的演变以
及个体命运与时代背景的交织，从而激
发公众对于乡村发展、民族团结等现实
问题的关注与思考。

此外，系列报道还通过多元化形
式，如视频、图文、话题互动等，增
强了文学作品与现实生活的互动性，
使受众能够更加直观、深入地理解文
学作品与现实社会的关联，进一步提
升了报道的参与度和影响力。这种文
学与现实生活的互动性，不仅丰富了

报道的内容与形式，也深化了受众对于
乡村社会与民族关系的认知与理解。

品牌打造：文学名作与地
域文化的融合转化

在湖南日报社的精心策划下，《文
学里的村庄·石榴花开》大型融媒体系
列报道不仅是一次文学的盛宴，更成为
地域文化品牌创新性打造的一次成功实
践。精选的8位作家笔下的村庄，富蕴
华夏乡土气息，饱含民族独特风情，展
现了中国乡村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系列报道的展望，不仅仅停留在名
家的选取与名著的解读，更追求将其与
地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紧密结合。该系
列报道力求通过文学这一载体，使地域
文化得以跨越时空的界限，与更广泛的
受众产生共鸣。

回顾系列报道可以发现，湖南日报
社记者所亲自探访的山山水水，都承载
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和鲜明的地域特
色。新疆天山北麓的村落，耕读不绝；
广西的桂林山水，山歌悠扬；宁夏西海

固的绿水青山，河畔花香；四川昭觉县
的钢制悬梯，求学人忙……文人、农
人、游人和谐共处，壮族、彝族、藏族
等多民族共绘画卷。各民族的文化特色
在报道中得以充分展现，丰富了地域文
化的内涵，展示了民族传承魅力，更促
进了民族间的相互了解与尊重。

此外，《文学里的村庄·石榴花开》
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借助融媒体的多元
化形式，进一步拓宽报道面，将文学与
地域文化深度融合并赋能转化，予以文
学作品更强的生命力，增强了地域文化
的传播力与影响力，为地域文化的传承
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文化引领：人民导向与历
史传承的使命践行

《文学里的村庄·石榴花开》如一阵
清风，吹拂广袤华夏大地，这不仅是一
次以文学为媒的华夏巡礼，更是一次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觉醒与传承。

该系列报道适时记录了文人如何以
独特的笔触，描绘出广阔的中国大地上
丰富多彩的乡村面貌，见证了文学作品
如何以深情动人的故事，书写各民族紧
密相连、共同建设美好家园的动人篇
章，可以说是文化自信在文学领域的生
动体现。

在《文学里的村庄·石榴花开》大
型融媒体系列报道中，湖南日报社带领
受众看到了中国本土作家深入生活、扎
根人民，以真挚的情感和深刻的洞察
反映乡村社会的细微变化和民族关系
的演变；看到了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
土壤哺育了生活于此的人民；看到了
文学作品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传统
与现代的桥梁。

此次《文学里的村庄·石榴花开》，
再续了《文学里的村庄》第一季的成功
实践，通过文学作品与现实生活的紧密
互动，展现了文学作品在塑造社会认
知、推动社会进步方面的积极作用。这
种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正是新时代文学
创作的使命所在。

湖南日报社《文学里的村庄·石榴花开》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

石榴花开蕴墨香 山川异域共著文
□袁雨晴 陈燚 曹辉

11 月 15 日，《广州日报》 策划推出
《“金”力澎湃 向“实”图强——金融

“五篇大文章”满周年南粤调研报告》 特
刊。特刊以新闻之笔，讲述广东在科技金
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
融等五大重点领域的壮阔图景，充分体现了
新闻报道、社会舆论支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的主题思想。特刊在昂扬奋发的时代画卷
中，呈现广东金融之笔如何在关键处落墨，并
以其新闻性、贴近性、知识性、服务性，让广东
建设金融强省、广州建设金融强市的声音铿
锵有力，书写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答卷。

经济报道强化观察分析

从特刊的报道中可以看到，《广州日报》
记者通过深入调研金融机构，采访监管部门、
专家学者及机构相关负责人，在纷繁复杂的
经济现象面前把握经济规律的本质，在新情
况新问题面前把握经济运行深层规律的责
任，使得特刊经济报道的思想性越发凸显。
如《“五篇大文章”交周年答卷 金融推动高
质量发展更有力》一文通过典型人物、典型时
间、典型环境，夹叙夹议，就事论理，处处体现
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主题高度。

此外，特刊在策划、采写、编辑相关报
道时，站在全局的高度、宏观的广度、内容
的深度之上，用敏锐的新闻视角去观察分析
经济现象背后隐藏着的深层次问题，抓住经
济发展和运行中的大问题，透过现象看本
质。例如，《金融助力广东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注入
工行智慧》《深入践行金融为民 打造“三
省”新名片》等稿件在内容采写与版面编排
上，不是简单罗列一堆堆统计数字、一张张
流水账单来堆砌金融领域的成果，而是通过
具体金融实例，作出正确、客观的分析，准
确、科学地解读，以理服人，传播金融知
识，不断丰富经济报道的思想内涵，引导读
者正确把握经济大局和发展走势。

策划理念突出知识服务

《“金”力澎湃 向“实”图强——金融“五
篇大文章”满周年南粤调研报告》作为一期定
位非常鲜明的金融特刊，不同于纯新闻版，在
兼具新闻性与贴近性之外，在其策划理念与
编辑思想上还突出了知识性与服务性。

特刊的版面定位决定了编辑的工作思路
和手法要与之相适应，除了在内容思想性上
强化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主题主线，还在
版面呈现上，以“建言”“专家观点”等视
角独特、语言精练、思想深刻的评论，对经
济报道起到画龙点睛的效果。

新闻性与贴近性是报道的活力源泉，特
刊通过 8 个版，从力度、精度、广度、温
度、深度这五个重要维度，讲述金融在服务
实体经济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实现高
质量发展。普惠金融护航小微企业发展、养
老金融让“养老”变“享老”等主题的稿
件，从“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
的角度，让特刊成为沟通金融从业者与大众
之间的“亲民使者”。

在知识性与服务性方面，特刊遵循专业
性原则，记者积极践行“四力”，科技金融
激发科技创新活力、绿色金融绘就绿美广东
画卷、数字金融赋能经济加“数”前行等主
题的稿件，在“专精深特”等方面发力，突
出了金融知识服务，在重新闻策划的基础
上，强化了金融知识传播。

版面语言重在新鲜厚重

特刊之“特”，在于特色、在于特别、在于
独特。《“金”力澎湃 向“实”图强——金融

“五篇大文章”满周年南粤调研报告》特刊
是为呼应2023年10月底召开的中央金融工
作会议而组织的策划性报道，在内容深度
的基础上，如何通过版面语言呈现特刊策
划的立意之新，能够让报道内容增强感染
力，全面展现特刊的魅力，成为编辑工作的
重要内容。

特刊灵活运用各种版面要素，以独特的
版面语言呈现强劲的视觉冲击力，大胆突破
日常版面的既定设计思路，通过深与浅、明
与暗、虚与实的对比优化组合，让版面自己

“说话”，形成和谐的视觉效果。
特刊作为报纸的重要形式之一，能集中

体现一份报纸的分量与个性。在视觉设计日
益重要、越来越适应媒体融合趋势的语境
下，《广州日报》 让报纸的新闻内容随着

“包装”的变化而增加新鲜感、厚重感，增
强传统主流媒体的传播力，更好地发挥舆论
导向的作用。

可以说，《“金”力澎湃 向“实”图
强——金融“五篇大文章”满周年南粤调研
报告》树立了整体编辑思维，在吃透新闻事
件的同时，用心构思，找出特刊的中心思
想，构思出一条贯穿特刊的主线，使特刊在
整体设计上达到和谐统一。

《广州日报》策划《“金”力
澎湃 向“实”图强》特刊：

强化思想引领
突出服务导向
□本报记者 徐平

■一策一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