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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全国检察机关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始终把生态环
境和资源保护工作摆在突出位置，为
守护绿水青山贡献检察力量。日前，
最高人民检察院新媒体推出融媒作品

《检察版“山河社稷图”！跟着〈哪吒
2〉闯进国家公园的春天里》，以“检
察蓝”守护绿水青山的实践为叙事主
线，创新采用倒叙阅读设计，将生态
修复、公益诉讼等专业内容转化为大
众可感可知的视觉语言，实现法治精
神与流行文化的创新融合。作品在最
高检新媒体平台发布后，上线4小时
微信公众号即突破10万+阅读量，最
高检快手平台单条播放量突破500万
次，并获多家政务账号、影视账号转
发推荐，形成矩阵式传播。

垂直叙事串联五大公园

国家公园是我国自然生态系统最
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
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部分，
而检察机关在其中扮演着“法治守护
者”的角色。如何发现好选题、好案
例，实现专业内容的大众化传播，都
是对主创团队脑力的考验。

三重脉络讲好检察守护故事。以
“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展现检
察机关对国家公园体制建设多视角全
面关注，是主创团队策划的初衷。

《检察版“山河社稷图”！跟着〈哪吒
2〉 闯进国家公园的春天里》 创新设
置三重叙事脉络——以公众喜闻乐见
的“逛公园”为明线牵引阅读兴趣，
以检察工益诉讼工作为暗线贯穿漫画
始终，再借电影《哪吒2》中“山河
社稷图”的神话意象构建隐喻空间，
将海南热带雨林、东北虎豹、武夷
山、大熊猫、三江源五大国家公园的
典型案例，编织成生态保护与法治建
设交织的立体叙事网络。

垂直叙事破解空间串联难题。如
何将横跨南北的五大国家公园有机串
联？创作团队从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
的《检察机关服务国家公园建设典型
案例》 中获得关键灵感：通过解构

“南北跨度从南海之滨到白山黑水，
地理风貌从东南丘陵到世界屋脊，植
被种类从热带雨林到东北温带针阔混
交林，动物种类从顶级猎食动物东北

虎豹到憨态可掬的大熊猫、高原精灵
藏羚羊”的生态图谱，创造性引入生
态学“垂直分布”理论。在自然生态
系统中，物种多样性呈现经度、纬
度、海拔三维分布特征，其中以海拔
梯度形成的垂直分布格局，恰与移动
端用户自上而下的阅读习惯高度契
合。作品据此构建“海拔叙事”框
架：从海南热带雨林沙滩出发，经东
北虎豹森林、大熊猫栖息地、武夷
山，终抵世界屋脊三江源。

倒序阅读展现法治向上力量。
作品通过标注海南热带雨林丘陵海
拔100米、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林地海
拔700米、三江源国家公园核心腹地
海拔 4500 米等具体数据，引导读者
在滑动屏幕时完成从热带雨林到世
界屋脊逐级上行的攀登探索。这种
设计也实现了三重价值：一是以空
间纵深感强化生态系统的关联性；
二是通过手机滑动匹配自然地貌的
视觉流动；三是在“垂直阅读”中
自然带出检察机关针对不同海拔带
的差异化保护策略，全景展现检察
守护的时空维度。

全媒呈现力求精准传播

作品创作引入时下热门电影《哪
吒 2》 中经典角色，并获得官方授

权，增加了作品的趣味性；重构网络
热梗与生态保护的关联，增强了作品
的可读性、知识性；针对不同端口推
出不同版本，助力精准传播。

IP赋能创新法治表达。在开屏动
画中，哪吒、敖丙、太乙真人等大家
喜爱的形象悉数登场，视觉呈现出一
幅检察版“山河社稷图”。这种将动
漫角色引入重组的手法，在延续了IP
原有的文化势能的同时，又为检察宣
传注入了年轻化表达，更能吸引用户
点击阅读，进而提升作品的吸引力和
传播效果。作品通过“破次元”手法
实现神话IP与法治实践的深度耦合。

热梗普法激发记忆锚点。为强化
受众认知，提高漫画整体的可读性，
作品重构网络热梗与生态保护的关
联。例如，“勇敢鱼鱼，不怕困难”
对应大马哈鱼洄游途中的检察护航行
动，检察机关通过提起刑事附带民事
公益诉讼等举措，实现对生物栖息地
的保护；“想你的风还是吹到了青藏
高原”则融入防止破坏水资源、设立

“禁止投食喂鸟”公告牌等场景，展
现了检察守护下高原美景的原真性，
真正实现“知识以浸润方式入心入
脑”的传播质变。

全媒呈现力求精准传播。创作
团队针对不同平台的传播生态，打
造多元传播矩阵。在微信端采用垂
直阅读的 SVG 交互漫画技术，用户
滑动时配合海拔动效打造沉浸式

“攀爬体验”，并配合文案增加多种
动植物的动态图片，与用户深度交
互。在短视频平台采用竖版视频的
形式，将 SVG 漫画与配音旁白巧妙
交融，竖屏视频更符合短视频平台
用户的阅读习惯，力求达成更好的
阅读效果。

找准“法治”与“网感”平衡点

国家公园体系建设涉及环境保护
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多重专业领
域，如何将法律术语转化为大众语
言，成为创作首要难题。团队主要考
虑到三点：一是注重视觉传达，在漫
画中多体现“在大熊猫栖息地森林中
拍照取证”“无人机航拍”等可视性
强的情节；二是弱化生硬说教，将

“栖息地修复”转化为“还虎啸于山
林”，用“在自然界撑起法治保护伞”
等意象化表达弱化说教感；三是谨慎

考量网络热梗的植入，像“绝绝子”
“YYDS”等泛娱乐化表达因与法治调
性不符被舍弃，确保趣味性不折损专
业权威。

反复打磨力求技术适配。为适应
微信用户“即时交互”习惯，技术团
队多重考量。首先是对SVG漫画采用
动效压缩，进行轻量化设计，保证用
户点击后能立刻展开。虽然不得已牺
牲了部分动画效果，但是无卡顿的良
好反馈也印证了“减法即加法”的传
播定律。其次是技术团队采用控制单
屏像素的手段，让画面始终控制在一
屏以内，使用户在阅读时可以翻阅评
论区，与其他用户交流。

传播“破圈”收获各方好评。人民
群众喜闻乐见的新媒体作品质量要求
虽无有一定律，但“高度”“深度”“广
度”是不可跨越的评价要素，对于《检
察版“山河社稷图”！跟着〈哪吒2〉
闯进国家公园的春天里》来说，上线
4小时微信公众号即突破10万+阅读
量，最高检快手平台单条播放量突破
500万次的成绩，以及网友们的广泛
留言可以认定，《检察版“山河社稷
图”！跟着〈哪吒2〉闯进国家公园的
春天里》 垂直叙事的形式有“高
度”，法治故事讲述有“深度”，在传
播效果上也具有“广度”。

（作者系检察日报社新媒体传播
二部编辑）

检察日报社《检察版“山河社稷图”！跟着〈哪吒2〉闯进国家公园的春天里》

立足“检察蓝” 展现守护力
□李文睿

在第六十二个学雷锋纪念日的主题宣传中，广
西柳州市融媒体中心融合剪纸、照片、视频等形
式，推出中英文短视频《追“锋”60年》，讲述柳
州“雷锋街市”创办 60 年来，持续开展志愿服
务、接力传承雷锋精神的故事，内容刊发后获得社
会广泛关注，全网阅读量超3600万。我们重点剖
析《追“锋”60年》创作过程，以此为例分享地
方融媒体在主题宣传中的创新路径。

融合联动：
机制构建与资源整合

在这些年媒体融合过程中，柳州市融媒体中心
通过工作室模式打破部门壁垒，形成“策采编发
评”一体化流程，契合新媒体时代内容生产的敏捷
性需求，也为内容生产注入新动能，成为 《追

“锋”60年》创作的机制保障。
作为重大主题宣传，柳州“雷锋街市”传承

60年的专题报道提前3个月开始策划构思，由中心
领导亲自挂帅成立项目组，对策划、选题、拍摄、
校审、发布等环节进行统一指挥、调度和协调。与
传统媒体“单兵作战”相比，“项目制管理”模式
下，新团队有着“领导小组统筹+多部门协同+全
流程把控”等诸多优势。

例如，《追“锋”60年》项目组的主创人员来
自中心名企外宣事务部、国际传播视频部、采集生
产部、数字出版部等多个部门，在文案采集、分镜
制作、现场拍摄、技术支持、创意设计、发布编排
等方面实现多维度、多层次深入融合联动，实现
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同频共振等深度融合的特
点。较为成熟的传播作品生产机制，优中选优的
团队优势也成为 《追“锋”60 年》 成功“破圈”
的重要法宝。

叙事创新：
宏观选题与微观取材

雷锋精神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产生
的伟大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时代成
果，也是《追“锋”60年》创作的灵感源泉。

雷锋，在广西柳州，一直被人们以特有的方式
怀念、学习、追随，“雷锋街市”持续60年“不打
烊”就是最好的见证。主创人员从宏观选题、微
观取材、故事化传播，从视角、叙事、语态等
多个维度进行创新，让看似常规的主题宣传有
了更强的感染力，通过个体叙事让宏大主题实
现软着陆。

一是挖掘深入。柳州早期制作的学雷锋报道多
停留于活动记录，这让主题宣传容易陷入快餐式的
说教宣传，传播力也在逐年减弱。为创新叙事方
式，主创人员通过提炼核心价值，将宏大叙事转化
为故事化讲述，把“仰视叙事”转向“平视讲
述”。经过多次寻访，主创人员从“雷锋街市”上
涌现出的成千上万的“活雷锋”中，找到了普通志
愿者张志林家庭三代传承故事。在 《追“锋”60
年》中，今年86岁的张志林在“雷锋街市”当了
60年的“活雷锋”，与主题非常吻合，而三代人传
承雷锋精神的故事，让雷锋精神的历史延续更加具
象化了。

二是情感真挚。张志林用60年时光为他人磨
刀的故事令人感动，为了避免落入自说自话的俗套
故事。主创人员选取他的外孙女作为讲述人，“00
后”女孩甜美的声音，外孙女视角的“情感代
入”，不仅避免了“说教化”陷阱，还触发受众共
鸣，让凡人微光的故事更加可信，也更加感人。例
如，讲述人说自己从小在“雷锋街市”的举办地革
新路附近长大，最开始认识的“雷锋”是她的姥
爷，而讲述人对于姥爷坚持60年只为磨刀一件小
事从不理解到为他感到自豪的转变，也让人物变
得更加真实、立体。不少网友表示看了视频感觉

“看到自己的影子”。
三是语态多元。《追“锋”60年》采用中英文

双语叙事，设置“雷锋精神世界表达”话题标
签，该作品在脸书、推特、照片墙、优兔、Tik-
Tok 等海外社交媒体平台上传播时，烟火气息浓
厚的平凡人故事，也受到许多海外网友的喜爱。

技术赋能：
非遗活化与年轻化传播

在 《追“锋”60年》 制作过程中，主创人员
通过三维建模、动态渲染等技术手段，将传统非遗
剪纸技艺创作的“雷锋街市”人物场景从2D变成
3D，“非遗活化”技术手法首尾呼应，形成视觉
记忆点。

特别是片头中剪纸场景的酷炫画面，既保留
了非遗的文化基因，又通过视觉特效打破了主题
宣传的严肃形象，成功触达年轻群体。该作品
在柳州市融媒体中心海内外全媒体平台推送后，
后期人员还专门把“非遗活化”的特效画面进
行二次整合，在相关话题热度峰值时，以更加
幽默的语言进行二次传播，进一步增强该专题
的传播力。

从 《追“锋”60年》 的实践中可以看到，地
市级主题宣传作品要实现“破圈”传播，需在守正
创新中构建“机制创新+情感共鸣+技术赋能”的
三维坐标，通过融合机制赋能孵化全媒体优质内容
的创作生产力，将地缘性资源转化为跨圈层传播的
优势，在重大主题宣传中讲好地方故事，才能实现
主流价值的有效传播。

（作者龚继海系广西柳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柳州市融媒体中心主任，黎寒池系柳州市融媒体中
心名企外宣事务部主任）

广西柳州市融媒体中心策划《追“锋”60年》

机制+内容+技术
是成功保障
□龚继海 黎寒池

新时代新征程中，运用新媒体
手段创新性地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是新闻工作者的重要使命。今年
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评出六项“2024
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包含吉林和龙市
大洞遗址、浙江仙居县下汤遗址、
甘肃临洮县寺洼遗址马家窑文化聚
落、陕西宝鸡市周原遗址、安徽淮
南市武王墩一号墓、江西景德镇市
元明清制瓷业遗址群。

对此，3月8日，《安徽日报》联
合《吉林日报》《甘肃日报》《陕西日
报》《浙江日报》《江西日报》挖掘展
现其间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
化，推出 《文化中国行·党报联动
H5｜连绵一根“线” 串起考古新
发现》，通过全新的创意、精美的制
作和丰富的互动体验，让受众在沉浸
式的体验中感受中华文明之光。这不
仅是对于重大考古新发现再一次深化
与拓展报道，更是打开文化视野和格
局的一次探索。作品的成功推出，为
文化类新媒体报道的创新传播提供了
有益的探索和实践。

一根“线”串联时空画卷

作 为 策 划 立 意 中 “ 连 绵 一 根
‘线’”中的这一根“线”，主创团队
在策划之初认为，这一根“线”便是
牵起跨越漫长中华文明历程的“时空
线”，作品要以其展现出中华民族百
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
千多年的文明史。

因此，《文化中国行·党报联动
H5｜连绵一根“线” 串起考古新
发现》 将六大考古新成果串联起来，
从旧石器时代绵延至元明清时期。沿

着这条线，以这样的创作思路铺展开
来，《文化中国行·党报联动 H5｜连
绵一根“线” 串起考古新发现》是
报道考古成果，但也不只是呈现考古
成果，它连接过去和未来，饱含更深
的哲学深思和文化价值。

我们认为，作品的显著创新之处
在于，看似独立的考古新发现，通过

“连绵一根‘线’”的主题进行有机
整合，构建出了一条清晰的中华文
明发展脉络。这种整合不仅有助于
受众更系统地了解中华文明演进历
程，也为考古成果的传播提供了一
种新的视角和思路，是呈现中华文
明版图上创新创造的故事，也是当

代新闻人做出精品新闻作品所需要
的创新思维和创造活力。

一根“线”贯穿整个画面

在策划中，创作团队经过多次头
脑风暴决定，“连绵一根‘线’”中
的这一根“线”，还要构建起新媒体
产品创新创造的“思维流”。

在众多优秀的重大主题中可以看
到，要实现作品的软表达，作品的呈现
方式尤为重要。对此，主创团队聚焦前
沿考古成果，打造视觉精美的H5沉浸
式体验产品。《文化中国行·党报联动
H5｜连绵一根“线” 串起考古新发
现》采用卷轴式长图的设计形式，创意
采用一根光影时间“线”串联起整个画
面，形成一幅跨越时空的文化画卷。

在叙事方式上，作品打破传统报
道的线性叙事模式，采用沉浸式叙事
手法，受众在浏览过程中，通过旋转
手机、滑动屏幕等操作，逐步解锁每
一项考古成果的内容，增强了用户的
参与感和互动性。

在视觉呈现上，产品充分利用
H5 技术的优势，巧妙地融入了文字
描述、图片展示、短视频等多种元
素，运用了有代表性的精美的考古现
场图片、文物图片、短视频等，让受
众仿佛置身于考古现场，近距离感受
文物的魅力和历史的厚重，领略跨越
时空的文明对话。

在色彩搭配和画面布局上独具匠
心，产品融入了考古的稳重色彩搭配
与创意构图，采用紫色与褐色搭配，
以此展现神秘感与历史的厚重感。在
页面过渡和细节处理上注重流畅性和
连贯性，让整个作品浑然一体，为受

众带来沉浸式的阅读体验。

一根“线”连接6省同仁

对于联合多省共同推出的作品，
“连绵一根‘线’”中的这一根“线”，也
是连接 6 省党报画出的同频共振的

“同心圆”。
熟悉考古的民众都清楚，一年一

度的“考古新发现”往往不是过去一
年成果的体现，而是多年考古工作的
积累。在此次 《文化中国行·党报联
动 H5｜连绵一根“线” 串起考古
新发现》产品的创作中，得益于团队
中各省专业而高效的记者，他们在极
短的时间内，完成采访报道素材的提
供，并准确把握了各个考古项目的成
果特色、区域意义等，这为我们串点
成线打下坚实基础。

当然，我们在创作过程中也遇到
了一些困难。由于作品涉及大量的内
容收集、设计制作和开发调试等工
作，需要协调各方资源，时间紧、任
务重。例如，我们需要在短时间内从
各党报同仁提供的风格多样、素材多
元的内容中，拎出重点、划出亮点、
找出“关键词”，连点成线，克服素
材中的短板，强化技术上的突破。

同时，在作品初稿完成后，主创
团队及相关部门为了保证内容质量，
连续作战，又进行了多轮审校和修
改，对文字内容的准确性、图片的清
晰度、画面的流畅性以及整体的交互
体验等方面进行了严格把关。

（作者吴晓征系安徽日报文化新
闻中心副主任，夏胜为系安徽日报平
台账号编辑部主任记者，晋文婧系安
徽日报文化新闻中心高级编辑）

《文化中国行·党报联动H5｜连绵一根“线” 串起考古新发现》

协同作战 挖掘展示中华文明之光
□吴晓征 夏胜为 晋文婧

■分享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