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去年9月以来，随着一系列经济政策的实施以
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召开，各省级媒体立足本省，
纷纷将目光对准本地，呈现各地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典
型案例做法、成绩亮点等内容。不管是典型案例，还
是经济数据的解读呈现，各省级媒体都在试图用更加
新颖生动的方式，让经济新闻易看易懂。

透视典型案例 提供发展“秘诀”

寻找典型案例，分析其成功秘诀，是很多省级媒
体在经济新闻报道中采用的典型形式。

以上海为例，中国产业链出海不断提速，上海企
业的全球布局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2024年12月21
日起，《解放日报》推出“上海企业在海外”大型融
媒体报道，9路记者分赴15个国家和地区的16个项
目，实地探访上海国资国企布局海外的重点企业、重
大项目、重要点位，聚焦上海企业如何深度融入国际
市场，进一步打响上海品牌的实践。

新质生产力的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
先进生产力。北京创新底蕴深厚，在加快建设国际科
技创新中心的征程中，有责任也有条件率先发展新质
生产力。2024年10月25日起，《北京日报》 开设了

《新质生产力看北京》专栏，通过系列报道，集中展
现北京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加快布局未来产业、着力
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工作成效。

同样聚焦先进生产力，从 2024 年 12 月 8 日起，
《解放日报》 推出“上海新质生产力调查”系列报
道，《鼓励创新 服务创新 催生创新》《提高创新浓
度，让企业放手去干》《硬核技术解痛点，老制造发

“新枝”》《楼上楼下，碰撞新质生产力“火花”》等
4篇稿件以深度探访的形式，展现上海多家企业如何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线故事。

在广西云客户端的“广西经济看点”专题中，记
者深入经济建设一线，看现代化建设中的火热实践，
观察八桂大地上的进取逐梦，见微知著，透过一个个
生动的改革创新图景，全景式感知广西经济的发展脉
动。受众可以清晰感受到广西在2024年取得的多项
成就。《拼搏，为了壮美广西新未来》稿件中，“刷新
纪录”“打破垄断”“全国首个”等表述，也直观体现
出广西在2024年经济工作中的突出成就。

注重形式创新 突显视觉效果

对于经济新闻的报道，不少省级媒体充分发挥自
身优势，以更加新颖的方式进行报道。

新华日报社派出“融媒尖兵团队”，数十名骨干
记者深入城区街巷、工厂车间、科研院所，采用裸眼
3D、XR 等融媒技术，探索并推广独具特色的改革

“新”模式，为各地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资政参考与
实践指导。

交汇点新闻客户端策划推出《“4×10”大型互
动融媒专题｜“质”感中国》，展现全国各地在高质量
发展道路上奋力前行的创新实践和生动图景。

在《“4×10”大型互动融媒专题｜“质”感中
国》中，包含了“十城十访”一线调研、“十画十说”融
媒手绘、“十问十讲”在线慕课和“十计十策”智库报告
在内的4个板块内容。“十城十访”一线调研，记者沿着
习近平总书记的足迹，奔赴10个城市，通过中国东西
南北中各地生动的“地方之治”，激发和凝聚更好推动
和支撑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力量。“十画十说”融媒手绘
结合各地具体实践，巧扣新闻热点，通过生动可感的笔
触，展现精彩纷呈的万里河山“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
生产力”的生动画卷。“十问十讲”在线慕课围绕有关新
质生产力的重点、热点问题，搭建集权威性、实用性、互
动性于一体的新质生产力沉浸式在线学习栏目。“十计
十策”智库报告邀请顶级智库专家、学者展开深度理论
论述，推出专业性、理论性、系统性的“新质生产力
观察报告”。

2025 关键之年，看关键之举。中共山东省委十
二届八次全体会议暨省委经济工作会议向全省上下发
出了奋发有为做好2025年经济工作的动员令。对于
此类会议的新闻报道，难免出现大量文字，且不易理
解，大众新闻客户端于1月11日推出《一图读懂｜山东
16市2025经济工作要点来了！》，将此次会议上济南、
青岛、淄博等市在今年的经济“路线图”和“任务书”等
内容制作成新媒体海报，既做到了内容的重点呈现，也
呈现出很好的视觉效果，更有利于广泛传播。

同样地，前不久闭幕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第十
三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会暨党委经济工作会议，着眼实
现2025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系统安排了9个方面工
作。《宁夏日报》在1月10日用一个整版的篇幅进行
了呈现。《干字当头 聚力推动宁夏经济高质量发
展》《关键处发力 奋力打开宁夏经济发展新天地》2
篇文章占据了版面的主要位置。在版面左侧，9个方
面工作和6个攻坚战具体内容被设计成醒目字体，与
2篇文章相呼应，显现出很好的视觉效果。

岁末年初，《福建日报》于2024年12月27日推
出“2024年经济亮点观察”系列报道，同时在新福
建客户端开设“年终岁首看发展”专题，并对相关报
道进行同步更新。值得注意的是，“年终岁首看发
展”专题还开设了《闵评》和《融媒报道》栏目，分
别重点呈现言论和融媒体新闻产品，以不同形式报道
福建的经济工作。融媒体报道《这一年，福建与台湾
互动好热！》，更是着重报道了两岸在经济融合、社会
融合、情感融合等方面的典型案例。

省级媒体：

经济新闻也有
“趣味”打开方式

□本报记者 齐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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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序更替，华章日新。1月3日至4日，全国宣传部长会议在北京召开，对今年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作出具体部署。会议提出：

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强化经济宣传和预期引导，提高舆情应对能力，营造团结奋进的主流舆论。要提高经济宣传和舆论引导水平。

主流媒体自去年9月26日以来，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一揽子经济增量政策进行集中报道，尤其对消费、楼市、股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策

划出更具特点的新闻报道，为经济工作“强信心、稳预期”贡献媒体力量。

让人们看到希望和生机活力
□本报记者 张博

没人听的宣传，千讲万讲也是
白讲。千篇一律的政策法规报道并
不能走进百姓心中，更难以增信
心、鼓干劲。可以看到，主流媒体
及时回应民众关切，不断以“想在
一起”的共识，激发“干在一起”
的动力，握指成拳、合力致远。

《人民日报》 在去年 12 月 12
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闭幕后，连
发 《坚定必胜信心，把各方面积
极因素转化为发展实绩》《深入领
会对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深
刻把握明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
和政策取向》《紧抓关键环节完成
好明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干字

当头，更好凝聚推动高质量发展
的合力》 等 5 篇评论员文章，深
入解读会议精神，回应民众关
切，帮助大家准确把握未来一年
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政策取
向、重点任务。

新华社则从解读政策面专业
条款表述背后的重点信息，包括
对资本市场的新提法和政策究竟
新在哪里、释放何种动能与信
号、将给市场带来怎样的影响、
给民众生活带来哪些变化，以及
相关政策出台之后相关行业板块
的表现，短期政策刺激后，中长
期可能带来的变化、影响等角度

出发，策划推出了 《新华社经济
随笔：读懂更加积极财政政策的
力度与温度》《新华社经济随笔：
以好“钱景”助力企业奔向好

“前景”》《联动直播｜经济观
察：抢抓新机遇 企业生产忙》
等百余条文章和视频等。

此外，《光明日报》、中国新
闻社、《工人日报》、《中国青年
报》 也都立足经济视角，结合自
身特色，针对一揽子经济增量政
策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后民众关
心的热点话题进行及时回应，有
效发挥了引导经济舆论的“导航
仪”作用。

凝聚共识 回应关切

没人看的新闻，千条万条也是
白条。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
述老百姓听得懂的话，是讲好中国
经济故事的关键。

“不可否认，当前外部环境变
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加深，我国经
济运行仍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
主要是国内需求不足，部分企业
生产经营困难，群众就业增收面
临压力，风险隐患仍然较多。‘困
难挑战年年有，但我们从来都是
在风雨洗礼中发展、在历经考验
中壮大的。’要看到，我国经济基

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
大，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
趋势没有变。”《求是》 杂志在评
论员文章中指出，不管风吹浪
打，胜似闲庭信步。努力把各方
面积极因素转化为发展实绩，历
经风雨洗礼的中国经济，必将在
搏击风浪中不断发展壮大，谱写
更加绚丽的华章。

“对经济数据有一些疑问，是
正常的，关键是要本着实事求是
的精神，在分析数据的逻辑上要
经得起推敲。统计部门的数据与

市场机构的数据是相互验证的，
并没有偏离大多数市场机构的分
析结果。”“2024 年我国汽车零售
增速为 6%，我国汽车消费还有较
大增长空间。”《经济日报》 刊发

《如何看待经济数据和经济增长》
《增量提质 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
好——专家学者展望二〇二五中
国经济》 等文章，通过“大格
局”“小切口”以及数据相结合的
形式，通过民众可感可知的新闻
事件，进行专业解读，讲好中国
经济故事。

通俗语言 专业解读

事实上，讲好中国经济故事，
引导社会各界形成“回升向好、长
期向好”共识，不仅要增信心、稳
预期、鼓干劲，还要释政策、明方
向、促落实。

新华社连发五“看”——《经
济增速怎么看——当前中国经济问
答之一》《内需提振怎么看——当
前中国经济问答之二》《企业经营
压力挑战怎么看——当前中国经济
问答之三》《十二万亿元地方化债

“组合拳”怎么看——当前中国经
济问答之四》《货币政策发力稳增
长怎么看——当前中国经济问答
之五》，分别阐述了当下市场关心
的热点问题，并提出了相关的解
决方案。

《经济日报》刊发《为壮大耐
心资本提供更好环境》 等评论文
章，开设 《中国经济新看点》 专
栏，推出“稳中求进@高质量发
展”网络主题宣传活动等，通过
我国资本市场制度型开放正迈入
新阶段、打出政策新组合拳等视
角，讲述我国经济航船乘风破
浪、行稳致远。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
的繁荣也需要中国。作为全球第二
大经济体、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
家、最大的贸易国以及主要外资流
入国，中国既是“世界工厂”，也
是“全球市场”，是世界经济发展
的稳定器和动力源，尤其在当今世
界经济增长动力明显不足，不稳

定、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情
况下，世界需要来自中国的信心。

《中国日报》采访多位外国政
要、经济学家和专家等，刊发《专
访彭博全球首席经济学家：中国应
将2024年经济增长目标定为5%左
右》《经济增量政策空间有多大？
瑞银专家：中国有能力采取更大胆
行动》《波兰前副总理：中国经济
体制行之有效，西方还在期待它

“何时崩溃”》等文章，从全球视
角展现来自世界的中国信心。

多元视角，多层面、多角度分
析，也让媒体在及时宣传经济发展
亮点的同时，以舆论之力调动市场
主体能动性，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
内生动力。

多元视角 全景分析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舆论导
向正确，就能凝聚人心、汇聚力
量，推动事业发展；舆论导向错
误，就会动摇人心、瓦解斗志，危
害党和人民事业。”

“观察中国经济，既要看短期
波动之‘形’，也要观长期发展之

‘势’；既要看经济增长之‘量’，
也 要 看 转 型 之 ‘ 效 ’、 发 展 之

‘质’。”“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
标任务，我们有信心。战胜前进道
路上的困难挑战，我们有能力。推
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我们有
底气。”《人民日报》通过《坚定信
心，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
标任务》《坚定必胜信心，把各方
面积极因素转化为发展实绩》《深

入领会对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
等文章，积极向全国民众讲清中国
经济发展的大势、讲透中国经济发
展的逻辑。

大江大河虽有冲波逆折，却总
是奔涌向前。新华社播发《劈波斩
浪 风景可期》《读懂更加积极财
政政策的力度与温度》等文章，讲
述中国经济虽然有起伏，但迎难而
上、稳中求进，只要鼓足干劲、提
振志气、充盈信心，中国经济无惧
风雨向前进，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我
们前进的脚步。

“当前，我国外部环境变化带
来的不利影响加深，经济运行仍
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但透过困
难和挑战，更应该充满信心地看

到，我国经济发展具有很多优势
和有利条件。一是基础稳；二是
优势多；三是韧性强；四是潜能
大。”《求是》 杂志通过 《中国经
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
潜能大”》 等文章，展现中国经
济发展的诸多优势和有利条件，
表明我国发展长期向好的支撑条
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

对于行驶在民族复兴新征程上
的中国经济巨轮来说，有风有雨是
常态，风雨无阻是心态，风雨兼程
是状态。主流媒体用文字的力量有
力地为民众增信心、稳预期、鼓干
劲，表达出我国经济从来都是在战
胜挑战中发展、在风雨洗礼中成
长、在历经考验中壮大。

导向清晰 引领明确

敬请期待下期报道，看媒体人、行业专家、新闻学者如何看待媒体经济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