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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到站，一位母亲带着两个孩子飞
奔着冲下车：“爸爸。”他们拿着望远镜望
向远方的山体。站台上的人隐约听见一句
回应：“哎，爸爸在这儿。”站台上的人和
山坡上的人相互用力地挥手。40 秒后，
发车铃响了，母亲又带着两个孩子飞奔着
冲上车。

这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一对年轻夫妻
记者张鹏军、李璟慧在今年“新春走基
层”中，用镜头记录下的感人画面——

《40 秒的团圆 只为多看你一眼》。节目
播出后广受好评，引发众多网友关注和讨
论。有网友评论：“简单的画面，看得人
热泪盈眶。”“是你们的坚守让更多人踏上
团圆路。凝聚着深沉的爱与责任，向了不
起的奋斗者致敬！”

“我们团队被这样特殊的团
圆深深打动了”

这期节目中的主人公蔺志刚，是中国
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的一名桥隧工。
他所守护的宝成铁路，一头连着在四川广
元的妻儿，一头连着在陕西宝鸡的父母。
自从结婚后，每次爱人谢丹坐火车路过
时，他们都会约定隔窗相见。这样浪漫的
团圆方式，两人坚持了8年。今年，蔺志
刚要在岗值班，妻子带着两个孩子先回老
家过年，他们便约定当乘坐的火车路过他
的工作地时，继续相互挥手示意。

“多么好的故事啊，穿山越水，只为
多看你一眼。我们团队一致决定分为两
路，分别拍摄丈夫蔺志刚和妻子谢丹的故
事，最终交汇在团圆的时刻。”李璟慧告

诉《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
“我们团队被这样特殊的团圆深深打

动了——坚守岗位，舍小家为大家的奉献
精神和中国家庭的爱与韧劲，尽在其
中。”张鹏军介绍，为了不辜负这样一个
好故事，他们一路记者跟随谢丹和孩子乘
火车北上，另一路记者则继续跟拍蔺志刚
的悬崖挂壁作业。

“去年出差坐火车时，我们被车窗外
一群‘飞檐走壁’的人吸引，于是，就联
系了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原本
我们计划在‘新春走基层’推出铁路‘蜘
蛛人’的岗位奋斗故事，直到我们看到了
这个画面。”李璟慧补充道。

记者和采访对象的心情如
同坐过山车

宝成铁路是突破“蜀道难”的第一条
铁路，随嘉陵江在秦巴山区蜿蜒。这样依
山傍水的环境，总能让旅客陶醉在美景之
中。但是，沿线既高又陡的山体，为铁路
安全运输带来了极大的挑战。蔺志刚的主
要任务是拉网式检查山体，清理危石，铺
设防护网等。

为了能更加真实地记录下蔺志刚的工
作画面，李璟慧和摄像同事也得挂上安全
带，跟着蔺志刚一同攀爬悬崖上的防护
网。“看他飞檐走壁如履平地，我们也想
跟着上，结果根本追不上。”李璟慧说，
没有体力和技巧，这活真是干不了。爬
了半小时，她还在第一片网上。除了攀
爬防护网，他们还和蔺志刚一起去“围
山扫石”。

“最初两天的相处，我们对蔺志刚的
印象是典型的西北男儿，勤劳肯干，充满
黄土地的坚韧，还有点不善言辞。所以我
们选择了先跟拍他的工作，这是他最熟悉
的现场，采访也能聊得开。”李璟慧回
忆，正式开拍3天后，轮到蔺志刚休息，
他们认识了他的另一面：浪漫柔情。“我
们觉得男主人公的形象丰满了，这是一位
勇敢而浪漫的‘蜘蛛人’。”

张鹏军介绍，谢丹是个“90后”，为
母则刚被她具象化了。一个人带着两个
娃，干活儿像开了二倍速。她说话响亮干
脆，从不流露忧伤感，好像一切都在她的
掌握之中。

采访谢丹的过程中，张鹏军和同事记
录到了这样一幕感人场景——

1月22日 （北方小年） 凌晨5点，谢
丹带孩子洗漱，准备前往火车站。一个大
人带着两个孩子、五件行李，神采奕奕，
风风火火。两个孩子还带上了望远镜。上
车不久后，蔺志刚和妻儿通过视频通话：

“乐素河车站一过，王家沱进站的时
候，你们就可以在坡面上看到我了，到时
候看山这一侧。”蔺志刚说。

“好。”谢丹应着。
“爱你哦！”女儿给蔺志刚比了个心。
“好，爱你！”
11点21分，列车从蔺志刚身边驶过，

他仔细盯着车窗，结果没看到妻儿。好在
谢丹带着孩子从车尾的车窗看到了他。李
璟慧介绍，“11点22分，列车停靠在王家沱
车站。谢丹带着孩子飞奔下车，孩子一路
高呼‘爸爸’。我们和蔺志刚在山上的心情
如同坐过山车，刚才还因为没从车窗看到

谢丹和孩子有些失落，瞬间惊喜和感动填
满了我们的内心。在山上，我们隐约能听
到孩子喊叫声，那一刻，瞬间飙泪。摄像师
说‘真的至少有十年不曾流泪’。”

“做视频新闻就是要用镜头
写爱与人间真情”

“那一刻，蔺志刚在山上喊到破音，
潸然泪下。当火车发车铃响起，妻子和两
个孩子回到车上，再次从车尾的车窗努力
向外张望，蔺志刚已经看不到他们了。”
李璟慧告诉记者，这次遥遥相见，只有短
短的40秒钟。而这场40秒的团圆，如同
一场动人的电影。

持续几天的采访结束后，这对夫妻记
者和同事们把蔺志刚一家四口短暂团圆的
故事制作了一期适合电视端、客户端等平
台播发的横版长视频，时长5分20秒。同
时，他们又重新梳理叙事方式，制作了一
版适于第三方新媒体平台推发的竖屏短视
频。镜头里，是铁路职工和妻儿的短暂团
聚；镜头外，是一对夫妻记者和同事们的
奔波记录。难能可贵的是，对于类似题材
的记录，这对夫妻记者已不是第一次。

为什么他们总能把新闻采访做成反映
人间大爱的电影呢？“抵达，是我们团队
坚守的创作信念。”在张鹏军、李璟慧夫
妇看来，每做一个新闻节目都是一场抵
达，抵达现场，也抵达人心。让网友看
见、记住一个个具体的人和一份份真挚的
情感，这也是新闻作品能够贴近网友的

“流量密码”。“做视频新闻，就是要用镜
头语言写实、写意、写爱与人间真情。”

一对夫妻同为记者，一起新春走基层，记录桥隧工人与妻子儿女在火车站台的小团圆——

40秒，用新闻书写爱与情
□本报记者 田野

“春风送暖，天上又月圆了，人生
真是一场奇妙游。”河南卫视《2025元
宵奇妙游》以“暖”为美学密码，于2
月11日19点30分在河南卫视及大象新
闻客户端开播，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
化对话。

用宋代文化串联晚会

《2025 元宵奇妙游》将背景设定为
大宋汴梁（今河南开封）。节目创新性地
让苏轼跨界当起主持人，并以苏轼、欧阳
修等宋代一众文豪为叙事脉络，串联起
整台晚会。节目中，观众能沉浸式体验
与宋代文豪们“围炉话元宵”的场景。苏
轼、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等人，从咸甜
汤圆之争，聊到人生浮沉，趣味十足又蕴
含人生哲理。汴梁的人间烟火，在此刻
与当代人的情感深度共鸣。

而在“大宋购官方直播间”里，苏轼
更是化身带货主播，卖起了红红火火的
大宋灯笼。柳永、范仲淹纷纷刷起了“嘉
年华”，连哪吒都到直播间里来打榜，大
喊“我命由我不由天”。极富创意的设
计，让网友看后纷纷留言：“又突破次元
壁了，建议申遗河南卫视脑洞！”“哪吒都
来了，果然是国风顶流的相会！”

此外，元宵灯火也照进了《清照词
笺·永遇乐》的婉约时空。李清照执酒对

弈的剪影，在舞者周晓辉、王佳俊的翩跹
舞姿中，重现才女不被定义的生命张
力。马赵凌云携太极灵儿、峨眉派女子
功夫团演绎的《功夫蹴鞠》，将武术的刚
劲与蹴鞠的灵动熔铸成视觉奇观，复现
宋代元宵的全民狂欢。

紧扣“暖”这一关键词

每年的元宵节是春节假期在精神层
面的收尾，也是新一年生活工作的开
始。《2025元宵奇妙游》更是以“暖”为关
键词，深植三重“暖意肌理”：年俗之暖、
自然之暖以及人文之暖。

花灯如昼映照传统年味，《功夫蹴
鞠》《清照词笺·永遇乐》 等节目尽显

“年俗之暖”。导演组将科技作为文化表
达的催化剂，通过元宇宙场景、虚实交
互技术重现汴京上元灯影，并延续“中
国节日”系列“文化基因现代表达”的
核心理念。

立春时节的万物萌动化作舞台上的
生命律动。《竹韵》中竹子破土而出的意
象，《小蛇有点慌》中童谣唱响新春希冀，
代表的是“自然之暖”。

河南卫视一直坚持的家国情怀和人
文底色在《2025 元宵奇妙游》中也从未
缺席。从东坡词韵到护林坚守，从非遗
传承到教育守望，整台晚会用创意节目

编织华夏文明的温度经纬，“人文之暖”
熨帖人心。

提供“古今共生”的新解法

作为河南卫视“中国节日”系列第五
季的新作，《2025元宵奇妙游》既延续了
从《唐宫夜宴》开启的文化“破圈”路径，
又通过科技赋能与叙事创新，为传统节
日晚会提供了“古今共生”的新解法。

从创作手段来看，导演组打破艺术
门类壁垒，采用多元融合加科技赋能的
方式，既有王珮瑜戏歌《竹韵》以竹喻人
展现文化坚守，又有虚拟乐队“天庭潮
音”与原生态歌手者来女合作的《青铜回
响》，用电子音乐演绎青铜文明。

从立意和内涵来看，《2025 元宵奇
妙游》采用多元叙事的手法，让观众能沉
浸式地代入苏东坡、李清照、护林员、公
司职员等多个视角，体验人生百味。龚
琳娜携手云之风合唱团，用《来自云的
风》谱写大山深处的音乐梦想；喜剧《带
你回家》则以幽默笔触勾勒当代人的温
情归途。

导演组希望，《2025元宵奇妙游》在
保留传统文艺形式的基础上，拓展剧情
化场景与跨次元合作，凸显“变与不变”
的创作哲学——坚守文化根脉，拥抱时
代新语态。

河南卫视《2025元宵奇妙游》：

苏轼跨界当主持 国风顶流会汴梁
□本报记者 吴明娟

本报讯 （记者田野） 2 月12 日，
遍及甘肃各地的 87 家新华书店和省图
书馆内，一场场别开生面的灯谜竞猜活
动接连展开。

元宵节当天，甘肃省图书馆内一
场主题为“欢乐元宵 双春纳新”的
赏花灯、猜灯谜活动在这里热闹举
行。甘肃省图书馆馆长肖学智介绍，
此次活动是今年甘肃省图书馆推出的

“省图陪您过大年”系列活动之一，让
广大读者深刻体验到中华文化的独特
魅力。

与传统元宵节猜灯谜不同的是，甘
肃省新华书店在全省范围内举办的此次
活动，灯谜谜面主要围绕传承弘扬黄河
文化设置，兼具党史、敦煌文化和简牍
文化等，极大地丰富了竞猜内容。此
外，同步举办的古籍修复传统技艺体验
活动等项目，将传统文化转化为可感、
可触、可参与的鲜活体验，吸引了年轻
群体的广泛参与。

甘肃：灯谜+非遗，解锁节日新体验
本报讯 （记者汤广花）“上不

在上，下不在下，不可在上，且宜在
下”猜一字；“屈原故里迎元宵”打
一成语……2月12日元宵节，湖北省
图书馆举办第二十一届读者元宵灯谜
会，现场数百条灯谜营造出红红火火
的节日氛围，广大读者猜灯谜、读好
书，齐聚闹元宵，好不热闹。

湖 北 省 图 书 馆 工 作 人 员 介 绍
说，这些灯谜的谜题除了涵盖常规
的民俗知识、生活常识，还有取自

《说文解字》《楚辞》《荆楚岁时记》
的文化典籍类谜题，以及 《哪吒
之魔童闹海》 中敖丙的兵器名称等
热门影视趣味问答。读者通过扫描
二维码，还可参与线上“云端猜
谜”赢好礼，实时排行榜激发了市
民们的竞猜热情。

除了猜灯谜，湖北省图书馆还
推出了线下市集。市民张先生带着
儿子体验非遗项目“甲马拓印”，

“甲马拓印起源于古代的祭祀文化，
今天大家通过拓印祈愿新年吉祥。”
父子俩一边听着馆员的介绍，一边
将墨辊在梨木雕版上反复滚压，等
揭起宣纸，灵蛇盘踞的生肖图案便
跃然眼前。“儿子明天就正式开学
了，寒假最后一天在书香中度过很
有意义。”张先生表示。

湖北省图书馆开展
读者元宵灯谜会

本报讯 （记者张席贵） 2月12
日上午，吉林省图书馆内张灯结
彩，喜气洋洋，一场精心筹备的

“蛇舞花灯 古韵新风闹元宵”活动
在这里举行。

活动伊始，猜灯谜环节便成为
全场焦点。活动区悬挂着五颜六色
的彩灯，寓意着新的一年吉祥如
意；还有带“福”字装饰的红灯
笼，展示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
特魅力。现场热闹非凡，既有传统
字谜，也有妙趣横生的 AI 看图猜成
语，智能系统展示出一幅幅带有成
语线索的生动图画。大家在灯谜下
或低头沉思，或相互讨论。

备 受 期 待 的 “ 吉 图 专 属 集 章
本”再度亮相，掀起新春打卡热
潮。读者们手持集章本穿梭于吉版
精品图书、地方文献等阅览室，在
工作人员引导下解锁“灵蛇献瑞”
等10款限定印章。

“古籍修复技艺展示”活动现场
气氛热烈，人头攒动。古籍修复师们
端坐在案前，神情专注，拿起镊子、
毛笔等修复专用工具，开始演示溜
口、修补虫洞、接后背等工序，让读
者沉浸式感受古籍修复的魅力。

吉林省图书馆举办
系列元宵活动

本报讯 （记者徐平）2月12日晚，2025
粤港澳台青年元宵晚会在广东广播电视台及
多家新媒体平台播出。

晚会共分文化湾区、绿美湾区、科创湾
区、体育湾区四大主题板块，在广州南沙、珠
海、佛山、深中通道等地设分会场，通过丰富
的节目形式和精彩的故事内容，展现粤港澳
台四地青年的青春活力。

在文化湾区板块，歌手黄智毅、糖妹以歌
声诠释中华诗词的无穷魅力，粤剧表演艺术
家曾小敏以一抹水袖轻舞勾勒粤剧的隽永韵
味；在绿美湾区板块，来自港澳台的青年一同
述说他们在广州南沙创新创业、积极参与“百
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的经历，呼吁更
多青年共建共享美好生态；在科创湾区板块，
十五运会吉祥物设计团队登台，讲述幕后创
作故事；在体育湾区板块，街舞、花式篮球、花
式跳绳、滑板、极限单车等轮番登场，尽显湾
区青年的活力与激情。

晚会主创团队负责人介绍，晚会通过青
春的视角，展现粤港澳台青年对品质生活的
热爱和对多元文化的拥抱，传递青年们对湾
区深厚的情感与责任担当。

粤港澳台青年元宵晚会
展现湾区活力

本报讯 （记者李婧璇） 近日，“中国
符号”丛书（第二辑）由河海大学出版社出
版。该丛书入选2023 年全国高校出版社主
题出版选题、江苏省“十四五”时期重点出
版物出版专项规划项目，第二辑包括《中国
剪纸》《中国书院》《中国科举》《中国匾
额》《中国家具》《中国石窟》《中国篆刻》

《中国乐器》《中国神话》《中国书法》等。
据河海大学出版社相关负责人介绍，第

二辑并非第一辑的简单补充，而是在第一辑
文化内核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中华文化
的广度和深度，聚焦更多元的文化符号，如
匾额、家具、剪纸、科举、乐器、神话、石
窟、书法、书院、篆刻等。通过精心编纂和
深入解读，丛书带领读者走进中华文化的每
一个细微之处，让读者在阅读中感受到中华
文化的博大精深。

“中国符号”丛书第二辑出版

（上接01版）
随着电影热度的提升，中信出版集团内

容电商事业部在大年初五提前返岗做了一场
直播。“我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流量的暴
增，这也是我们想实现的效果。”陈曦说。

“我们坚持先从核心出发，做透核心，再
向外部的大众用户进行推广。”陈曦介绍，“哪
吒”系列电影把中国泛二次元群体以及合家
欢电影的受众拉入了电影院，图书销售数据
呈现出图书的购买者和电影观众高度重叠的
情况。随着电影的热映，团队陆续在抖音直
播间、官方微博推送图书内容信息，并且逐步
将书里的内容传达给更广泛的用户群体，让
非观影用户也了解到书中的故事。

影视同期书的特殊性，要求出版方在有
限的时间内完成全部宣推操作。“电影相关图
书是否可以‘同期’是极为重要的，但图书本
身的亮点以及和电影的相关性永远是我们营
销推广的重心。针对不同的电影类型、不同
的观众和粉丝，我们会有完全不同的打法。”
曹萌瑶介绍说，中信出版集团目前和追光动
画、十月文化、光线传媒、壹同影业、长生天影
业等多家影视公司建立了合作关系，签约影
片超过10部。“今年暑期档依然有影视合作
作品推出，我们也希望无愧于读者的期待，为
大家出版值得收藏的电影作品图书。让大家
从银幕追梦到现实，可以不断回味观影带来
的幸福。”

电影“退热”后图书如何“长红”

春节档电影的火爆实现了图书的超预期
销售，但影视同期书作为一种衍生品，电影的
票房代表了它的影响力和基本盘。“在电影的
热度和流量退却后，是否能将观众转化为消
费者为电影周边再次买单，这都是不确定
的。”曹萌瑶认为，图书策划仍是重中之重。

很多书的时效确实很短，但也有一些类
别的书销售周期相对长，得益于编辑团队能
够在电影中挖掘出新的选题点。如由《长安
三万里》衍生的图书《长安诗选》，对电影中出
现的诗歌进行了详尽解读和剖析，发行量稳
居同类产品第一梯队。再如《流浪地球2创
作手记》作者跟紧剧组采访、整理创作，经过
一年半时间打磨后出版，展现了主创人员的
科幻“世界观”以及导演郭帆的创作秘诀，不
仅受到粉丝们喜爱，许多电影行业从业者也
对该书表现出浓厚兴趣。

独到的策划配合营销策略，让影视同期
书的生命周期得以延长。“以线上平台推广为
例，我们会依据电影的发行周期，分阶段进行
精准营销。在电影上线流媒体平台期间，与
流媒体平台展开深度合作，共同发起新的话
题讨论与联动活动，从而引发第二波热度高
峰。此后，图书营销团队会持续关注电影的
相关热点话题，深度挖掘电影与图书产品的
独特内容亮点，并将其与新话题紧密结合，以
此吸引消费者的关注。”中信出版集团生活美
学事业部营销负责人任俊颖介绍，在线下，团
队同样积极开展丰富多样的书影联动活动。

“作为出版人，我们也希望能够真正投入
到原创IP的自研开发里，而不要总是承接别
人的流量，或是做一个版权的中间交易商。”
陈曦表示，团队未来也会大力打造自己的原
创IP、原创故事，把IP及其衍生权益牢牢掌
握在出版社的手中，打造自己的文化IP。

小朋友正在甘肃省图书馆体验非遗项目拓片。 本报记者 田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