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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纪录

“那是 2010 年冬月的一天，湖北郧
县柳陂镇，一位大叔即将搬迁告别故土，
家中的‘三分菜地’将要沉入水下。天空
飘着雨，大叔坐在家门口的菜地前久久
不愿离开，其他人都上了车，移民干部过
来催促他，他恋恋不舍地站了起来，流着
泪说：其实我不想走，我也不想搬迁，但
是我知道北京人渴，那我就走吧……”近
日，《南水北调这十年》全媒体直播在长
江云新闻、北京时间、湖北之声、河北新
闻广播等多平台同步播出，鲁迅文学奖
获得者、作家梅洁在直播中说起自己当
年创作《汉水大移民》时亲历的场景，忍
不住动情落泪。

2024 年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通水
10周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动
北京、河南、河北、天津等省市媒体，整合
优质资源，打破宣传壁垒，推出大型全媒
体直播《南水北调这十年》。直播分设北
京、湖北两个直播间，由《南水润北方》

《为净水北送》《永远的故乡》《一起向未
来》4 个篇章组成，通过记者现场报道、
新闻特写、移民故事分享会、嘉宾点评、
网友互动等形式，全景展现“南水北调”
这一世纪工程带来的沧桑巨变，掀起了
这一宏大主题报道的小高潮。

真实还原 全景呈现十年巨变

10 年，一泓清水如何润泽北方？呈
现一个民生工程带来的巨变，最直观的
方式就是现场报道。

秉承“大主题、小切口”的新闻生产
理念，这场直播作为5省市全媒体新闻
行动中的一环，创作团队先期摸底调查，
筛选出了近 20 个重大选题，涉及 5 地 9
座城市13个点，挖掘出大量感人的故事
和细节。5 地记者践行“四力”，深入一
线，通过聚焦受水地市民、库区移民、护
水志愿者等不同人群，挖掘鲜活的故事，
力求将主题报道做新、做细、做活。

新闻直播，重在现场。在北京团城
湖，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介绍了团城湖
调节池重新出现的老朋友“红鳍鳈”，展
现南水到来后北京河湖水环境发生的巨
大变化；在“南水”正式进入天津城区的
第一站曹庄泵站，天津广播电视台记者

现场展示“南水”沉淀过滤流程，介绍天
津从资源型缺水到 2023 年地表水优良
比例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百姓人居环境
得到极大改善；在石家庄母亲河滹沱河
畔，河北广播电视台记者现场直击曾经
满目疮痍的河流如今水鸟成群，实现生
态蝶变；河南广播电视台记者在渠首枢
纽工程，揭幕了“水龙头”选址为什么在
陶岔等等。这些可知可感可触的场景一
下子拉近了“南水北调”和普通人的距
离，提升了直播的可听可看性。

新闻直播，亦重在新闻。通过对新
闻事件的事实记录，呈现宏大主题的民
生温度。当天，在北京市东城区东交民
巷小学，一场特殊的橄榄树种植体验课
同步进行。来自水源地十堰的油橄榄种
植基地负责人朱瑾艳向北京的小学生们
讲述了北京大力对口帮扶丹江口产业发
展，以实实在在的项目回馈水源地人民
的故事。通过实时直播，不仅传递了新
闻信息，也表达了京堰两地人民的深情
厚谊和对南水北调工程未来发展的深情
期许。

共情分享 融合创新直播样态

此次直播创新纳入线下新闻行动，
将“永远的故乡”移民故事分享会作为直
播中的一个章节进行全媒体呈现，打动
人心。

地点精心选择。分享会在南水北调
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地湖北十堰丹江口

“坝首第一村”蔡湾村举行。14 年前，湖
北广播电视台现场直播《同饮一江水
共有一个家》，实时记录了最后一批库区
内移民搬迁的全过程，当时的主直播点
就设立在这里。14年后，同一个地点，移
民们再次相聚，共叙故乡情怀，共话生活
变迁。这是一次跨越时空的重逢，更是一
次真情的交汇。

人物特色鲜明。分享会的讲述人囊
括了移民、移民干部、护水志愿者以及受
水地市民代表等多个群体。他们中，普通
库区移民涂德利成为了广为人知的“移
民诗人”，移民致富带头人狄军搬到新家
后从客车司机成为养虾大户，因公殉职
移民干部陈平成的女儿陈珊讲述着父亲
的故事，北京的水下摄影师祁昊分享了
拍摄的纪录片《水下的故乡》……

呈现温暖生动。分享会现场以讲述
为桥梁，以情感为灵魂，连接了过去与现
在。谈及往事，多位嘉宾在直播中数度哽
咽乃至痛哭；现场观众听着乡亲们的故
事，很多人湿了眼眶、不停抹泪；主持人
强忍热泪的画面同样被镜头捕捉……这
些感人的瞬间和迸发的情绪也感染了无
数网友和听众，引发强烈共情。“丹江
口库区移民工程可歌可泣！”“滚滚北上
的江水永远铭记你们！”等留言在直播
间刷屏。

这些温暖的故事不仅是移民个人的
回忆，更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这部宏大
史诗中的细腻笔触。每一个故事都饱含
移民对亲人、对家、对国的深情厚谊，让
人为之动容。

立体宣推 提升融合传播效能

全媒体直播《南水北调这十年》将南
水北调的故事进行了“云端接力”，既有
湖北、北京、河北3地同步进行的广播直
播，也有长江云新闻、大象新闻、冀时、津
云、北京时间、潮新闻以及全国广电联盟
的多家客户端进行的视频直播。与此同
时，直播内容、精彩花絮通过微博、微信、
抖音、长江云等平台进行碎片化传播，全
网累计收听、观看网友达325.8万人次。

直播还十分注重与嘉宾、网友间的
实时互动。在直播的4个篇章中，分别穿
插了作家梅洁、水环境专家马军的点评，
两位嘉宾的点评既有感性的表达又有理
性的思考。同时，多平台网友的即时互动
留言，以普通百姓视角展现南水北调10
年的发展成果，引发更多受众的情感共
鸣。“南水北调，造福人民”“节约用水，从
我做起”“南水北调见证了南北两地人民
的情谊，我会把这些故事讲给我的孩子
听”……各地网民以切身感受述说水环
境变化、畅想未来发展。

此外，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开设的“南
水北调这十年”特色专区，充分发挥跨屏
传播优势，提高了内容的触达率，形成了

“多地联动报道、大屏小屏互动、音频视
频互补”的矩阵宣传格局，进一步扩大了
融合传播效能。

两处直播间，见证 5 地新风貌。当
下，媒体融合进入“深融”的关键阶段。在

《南水北调这十年》全媒体直播中，5 地
广播电视台全流程探索了策划、内容、形
式、传播、机制等多维度的创新，确保了
报道的出新出彩。这不仅是传统媒体的
一次携手求新求变，更是对广电媒体如
何坚持多屏互动、矩阵传播、移动优先原
则，加快推进广播电视新媒体深度融合
发展的又一次深度实践。

（作者单位：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
中心）

跨区域打造全媒体直播《南水北调这十年》：

立体呈现世纪工程时代答卷
□柳芳 华磊 王旭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加强
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
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
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近年来，随着数
字技术的迅猛发展，媒体融合已步入纵
深推进、系统变革的关键阶段。面对舆
论格局、传播生态的深刻变化，地方广电
媒体作为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应做到
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既要坚
持内容为王，深耕地方传统文化，向世界
讲述生动的中国故事；也要守正创新，以
新兴技术为驱动创新中国故事话语表
达；更要在错综复杂的海外舆论场中，构
建立体化、多元化的国际传播格局，提升
国际传播的影响力、吸引力、感召力和公
信力，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
国形象。

坚持内容为王 提升影响力

中华文化具有丰富的历史积淀和深
厚的文化底蕴，能够跨越语言和文化的
界限，触动世界各地受众的心灵，在提升
中国国际话语权、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
鉴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由于在
国际舞台上常常遭遇舆论偏见、版权争
议及意识形态冲突等多重压力，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全球传播效果不尽如人
意。加之国际受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认知有限，文化核心概念的翻译困难、
海外受众群体的多样化分布等因素，都
制约着中华文化在国际范围内的传播。

近年来，媒体深度融合所带来的技
术生态和媒介形态变革，为中华文化的
国际传播带来前所未有的新机遇。内容
为王作为媒体深度融合时代提升国际传
播力的关键，需要地方广电媒体深耕当
地文化资源，将具有地方性、民族性、特
色性的文化转化为具有国际传播力的精
品内容，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打造独特
文化IP，不断提升地方媒体国际传播能
力。例如，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国际频道
深耕良渚文化 IP，精心推出《良渚》《良
渚与世界文明对话》等纪录片，并承办了
一带一路“良渚·世界文明对话”文化交
流与传播系列活动，增强了国际社会对
良渚文化的认识和理解。

由此观之，提升地方广电媒体国际
传播能力的关键在于秉承内容为王，精

心打造符合全球受众需求的传播精品，
无论是一部纪录片、一档综艺节目，还是
一部微短剧，都可能成为打破地域限制、
触及全球受众的传播“爆款”。

善用数字技术 提升吸引力

媒体深度融合背景下，以5G、人工
智能、区块链为代表的智能传播新技术
正在不断拓展媒体行业边界，推动媒体
从单一的传播形态向多样化、互动性强
的全新生态发展，使得地方声音能够以

“多声部”的形式参与到中国媒体声音的
全球传播中。在此背景下，地方广电媒
体应强化技术驱动思维，充分发挥数字
化、信息化及移动互联网的变革力量，
开展前瞻性研究和技术应用，利用技术
创新带来的优势，不断提升国际传播智
能化水平，使国际传播更具吸引力与感
染力。

一方面，随着新媒体技术的不断进
步，产品形态已经从最初的单一文字、音
频或视频形式发展到图文并茂、创意互
动的多样化形式。地方广电媒体可深入
研究以5G、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大数据
为代表的新兴技术，挖掘其与媒体深度
融合的契合点，设计推出图文并茂、创意
十足的视觉产品，使其能够跨越语言和
国界的障碍，获得广泛传播。例如，浙江
广播电视集团推出的全球融媒新闻行动

《筑梦丝路》，打造的《十人十城十梦》H5
和系列人物短视频等一批高质量的融媒
作品，全网传播量超1亿，网络点赞量达
500多万。

另一方面，随着智能国际传播时代
的到来，国际舆论场正从深入洞察受众
需求出发，通过人工智能生成内容驱动
的人机协同内容创作，结合精准的议题
推荐技术，实现从“人找信息”到“信息找
人”的根本性转变。地方广电媒体应密
切关注国际传播领域的智能化、智慧化
发展动态，应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进
一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例如，杭州文
化广播电视集团打造了短视频AI生产
实验车间，这是一条集“策、采、编、发”于
一体的全流程人工智能短视频生产线，
曾推出全媒体短视频节目《冠军 AI 亚
运》，体现了地方广电媒体在智能化国际
传播领域的创新探索。

创新叙事表达 提升感召力

对外话语叙事创新是加强地方广电
媒体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长
期以来，我国地方广电媒体在对外传播
中常常采用过于官方、简洁和理性的表
达方式，缺乏对普通人生活细节的描
写。同时，许多地方广电媒体对国外“Z
世代”年轻群体的需求和兴趣缺乏了解，
传播内容无法吸引年轻受众，进而出现

“对牛弹琴”“各唱各调”的现象。
媒体深度融合背景下，地方广电媒

体应深入研究国际传播的规律，创新打
造适应中外文化差异的新概念、新范畴
和新的表达方式，结合不同国家和地区
的特点，理解和尊重海外受众的偏好，在
跨国传播中做到“贴近民心、接地气”。
同时，地方广电媒体应更加关注外国受
众的文化心理，创作出能够吸引他们的
优质内容。

一方面，地方广电媒体应多采用以
小见大的微观叙事。与国家级媒体以宏
大叙事为主的传播模式相比，地方广电
媒体更容易挖掘微观层面的叙事素材，
讲述鲜活、真实的中国故事。因此，地
方广电媒体应以小切口折射大主题、以
普通个体反映时代变化，达到润物无声
的外宣效果。例如，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推出的融媒系列报道 《非洲媳妇回娘
家》 讲述了乌干达姑娘Rose一家的返
乡故事，通过中国蓝国际融媒矩阵在优
兔、抖音国际版等海内外平台进行传
播，是一个典型的内宣与外宣联动的成
功案例。

另一方面，地方广电媒体应以故事
化和情感化的方式呈现内容，力求通过
生动的情节和深刻的情感联系，在全球
范围内引发强烈的情感共振。第三届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举行期
间，广西广播电视台与印尼国家电视台
联合制作的纪录片《海上丝路——天涯
比邻》播出，在中国和印尼两国民众间获
得了热烈反响。该片聚焦中国与印尼古
往今来的友好交往历史，以及10年来中
国和印尼理念高度契合、互为发展机遇，
守望相助、合作共赢的历程，讲述了一段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跨国情
谊。“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幸福之路在

观众的脑海里烙下深刻的影像记忆，“一
带一路”的精神内核也因此成功转化为
观众的情感认同。

强化平台建设 提升公信力

在信息传播日益碎片化和平台多样
化的今天，媒体深度融合要求地方广电
媒体以更广泛的覆盖面和更高效的传播
效果提升其国际传播影响力。因此，地
方广电媒体应发挥平台效能，既要强化
自主可控的主流媒体传播平台，也要积
极利用互联网平台，推动平台体系的建
设与拓展。

一方面，地方广电媒体应积极设立
国际传播中心，确保地方文化和地方声
音能够准确、高效地传递到国际舞台。
去年，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多语
种江苏国际服务门户网站及客户端“in-
Jiangsu我苏”正式上线，着力挖掘和展示
既体现本土性和独特性又能为全球所认
知和共享的中国文化标识，打造感知江
苏、走近江苏、喜爱江苏的文化窗口，让
更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认知江苏、了
解中国。

另一方面，地方广电媒体可在海外
社交平台上发布内容，构建一个跨平台
的传播网络。各个平台的账号相互协
作，形成联动效应，从而有效扩展受众
群体并促进社群互动，达到信息传播的
生态联动效果。随着与东盟交往的日益
加深，广西广播电视台成立了中国—东
盟国际区域性融媒体传播中心，在做好
内容出海的前提下，拓展境外融合传
播，与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等东
盟媒体合作开设推特、脸书等新媒体账
号，并在各国国家电台、电视台、官网
等平台推送双语资讯、图片、视频等，
力争实现平台出海。

地方广电媒体作为国际传播的关键
力量，肩负着在全球舞台上讲述地方故
事、传播中国声音的使命。在媒体深度
融合背景下，地方广电媒体应不断强化
自身内容创意与技术创新，探索多元化
的传播形式和渠道，不断提升国际传播
的效果和深度，从而让中国声音更加深
入人心。

（作者单位：浙江省温州市新闻传媒
中心）

做强国际传播，让中国声音深入人心
□傅芳芳

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中
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广西壮
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广西广播电视台联合
制作的纪录片《漓江》播出后广受好评。该片
紧扣漓江生态保护主题，以《造化》《四季》《心
画》《龙节》《共生》《守护》为题，描绘了漓江两
岸人民与山水同乐、与自然共生的当代生活
画卷，展现了我国在推动河流生态全覆盖治
理、打造高水平国际化旅游城市工作中的显
著成果。

呈现生态保护新进展

成为现实的“生存之镜”是纪录片一直以
来的创作目标。对于自然人文类纪录片来
说，如何将人文思想与生态美学巧妙融合，为
观众带来视听享受的同时提升认识、内化价
值观，是值得不断钻研的课题。《漓江》着力于
全面展示漓江生态保护工作，并佐以对漓江
自然与人文环境的描画，同时以互相穿插的
人物故事灵动地呈现了漓江两岸人民的生活
面貌。每分集各有侧重点又互相依托，串联
起一幅新时代天人合一的漓江画卷。

一架动力伞在漓江岸边起飞，人们终于
得以升空俯瞰这条优美的河流；清澈的河流之
下，潜泳者像鱼儿一样自由腾跃；漓江两岸嶙
峋崖壁之上，攀岩者变换姿势、悬空抱石……
一系列漓江生态治理工作成果在片中以这样
的崭新镜头呈现，更让观众领略到，在无污染
的山水之间，人们才可以无忧无虑地开展户
外运动，与大自然进行最亲密的接触。

生态的核心内涵在于与大自然共生。漓
江两岸的人们靠山水吃饭，在四季的轮换中
安置生活。《漓江》以平行的视角记录了两岸
的传统劳作：世代务农的王青一家到现在依
然保持祖辈务农的生活方式，漓江两岸的银
杏、芋头、水稻不仅为本地人提供生存之源，
还作为农产品销售到全国各地；桃源村的刘
有财夫妇一家靠炒制野生茶叶、招蜂养蜜、砍
伐毛竹为生，夫妇俩面对镜头自豪地说“我们
从来没有出去打过工”，自然的无私给予与人
们敬惜万物、知足常乐的态度一起印证了古
老的可持续发展智慧。

除了创新视角以外，《漓江》更以微观摄
影与特写镜头展现了漓江生态系统中那些独
特的成员们：濒危动物猫儿山小鲵艰难孕育、
喀斯特山洞的苦苣苔科植物巧妙生存。此
外，又在航拍镜头与特写镜头的自如切换间
还原了漓江生态治理从宏观到微观的全面情
形：两岸的松树林在遭遇松材线虫病时，科研
人员研制并播撒白僵菌进行防治；当农田遭
遇水稻螟虫危害，农业技术人员用无人机运
载赤眼蜂的蜂球进行害虫清理。片中以小见
大，关注漓江生态每一处细微变化，体现了
环境治理工作“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实，
更展示了广西当下有机农林业不断创新发展
的情形。

映射文化生活新面貌

《漓江》不仅以崭新的拍摄方式呈现了
漓江流域生态意蕴，更以多样化的叙事手法
映射出新时代漓江山水间人们文化生活的新
面貌。

首先是巧妙融合艺术性话语与大众化叙
事，扩大作品受众面，提升观众参与度。例如

《心画》一集就借鉴了影视作品常用的故事化
叙事手法，运用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和数字虚
拟艺术的结合，以情景再现的方式串联起颜
延之、张九龄、裴行立等历史名人在桂林的生
活与诗文，生动讲述了桂林城的文脉源流。
同时以离别为题，引入唐代王建、白居易、韩
愈、张藉等著名诗人为到桂赴任的官员严谟
作诗、歌颂漓江之美的饮宴故事。

其次是创新运用纪实性叙事策略，聚焦
个体生命感受，重构乡土民俗形象。《龙节》一
集聚焦漓江两岸关于龙的节庆活动，穿插了
相关人物访谈，加强了该片的纪实性和情感
表达的直观化。从采访雕刻龙头的老人欧阳
艺开始，导入漓江端午扒龙船（划龙舟）这一
传统节庆的在地性呈现，以激情感染观众。
同时，“走龙亲”“游草龙”“舞龙灯”等习俗仪
式加强了影像民族志叙事特点，是对当代桂
北乡土社会的生动描绘。

最后是精准化影像叙事语言，增强纪录
片的科学性，回归生态文明的核心价值观。
漓江生态治理工作的开展并非一朝一夕，如
何在有限的篇幅中体现长久以来河流生态治
理的方式、过程和成效，是纪录片《漓江》叙事
创新要点所在。严谨写实的科学化叙事为观
众呈现了与生态治理相关的不同专业工作内
容，涵盖了岩溶地质勘测、水位水质监测、风
景区战略规划、林业保护与防治、新能源船舶
技术改造等多种工作岗位，而对专业知识的
展现显示了地方政府对漓江生态保护的决心
与信心，体现了“共生”的文明观。

以自然为主题的纪录片不仅希望以山水
奇观俘获观者的眼睛，更期待以诚挚宏大的
内核打动观者的心灵，一如《漓江》积极倡导
保护生态环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
观。当下，纪录片应该深度融合人文与科学、
历史与当下、自然与社会，不断创新表达方
式，呈现出更有中国气度的美学特征。

（作者系广西艺术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
复旦大学文艺学博士）

《漓江》：
展现人与自然和谐之美
□苏梦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