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24日，四川资阳濛溪河遗址
群成功入选“2024 年度全国十大考
古新发现”。次日，四川新闻网立即
推 出 创 意 H5 产 品 《 重 返 濛 溪
河》——通过“游戏化叙事+AI技术
还原+新闻采访”的方式，还原旧石
器时代的远古人类生活方式。同时设
置交互环节，带领用户穿越时空，用
游戏的方式，让网友深度了解濛溪河
考古成果，该策划一经发出便获得广
大网友的喜爱。

从创新的“脑洞”策划形成到抢
抓时效的及时推出，一块旧石器时代
的“石头”通过《重返濛溪河》成为公众
可理解、可感知的文化内容。作品的
背后，是一场沉淀两年的蓄势勃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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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24年2月底，四川濛溪河
遗址就已出现在“2023 年度全国十
大考古新发现”的终评项目名单中。
这个距今约8万至6万年的旧石器时
代遗址不仅出土了大量石器、动物骨
骼，更发现了丰富的植物遗存，被论
证为“特殊、罕见、价值重大，具有
世界性意义”。

而在随后召开的全国两会上，四
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
所所长、濛溪河遗址项目牵头人郑喆
轩恰好是全国人大代表。四川新闻网
敏锐地捕捉到这一新闻点，在 2024
年的全国两会期间，与郑喆轩进行多
次交流、访谈，并推出深度稿件《一
块石头 两座遗址 三份建议》。

遗憾的是，濛溪河遗址并未入选
当年的十大考古新发现。不过，这对
于策划团队来讲，却也留下了更多的
时间。此前的报道，成为我们了解濛
溪河遗址的基石，我们等待着下一次
机会的来临。

一年之后，也是在全国两会前
夕，四川濛溪河遗址再次参评“2024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并进入
初评名单。

我们知道，这一次，机会来了。
2025 年的全国两会期间，四川

新闻网团队提前谋划，在与郑喆轩交
流的过程中，我们惊喜地挖掘到一条

独家信息——最新出土的考古成果
中，有一部分植物种子，是距今6万
年的野生花椒。

“它既是迄今发现最早的花椒使
用证据，又能自然延伸至古人的饮食
生活场景，实证四川人的麻味基
因。”从郑喆轩口中得到这一消息
后，采访团队沸腾了。

“抢独家”“抓时效”“做策划”……
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内，报道团

队前后方配合，紧锣密鼓。前方团队
推出深度报道 《全国人大代表郑喆
轩：重大突破！四川濛溪河出土旧石
器时代的花椒》，后方团队抓紧制作
视频，推出《六万年前的人类食谱》
AI短视频。

一场由“花椒”作为叙事主线的
策划由此展开，我们聚焦“人类最早
的花椒使用”这一生动细节，让硬核
考古有了“烟火气”。我们在微博上
开设话题，并登上了资阳同城热度排
行榜第一名，不少网友热议：“原来
四川人爱吃花椒是祖传的！”

该作品不仅获得“学习强国”学
习平台全网推送，还获得了天府融媒
联合体推送，并入选月度优稿。同
时，这也成为《重返濛溪河》作品的

“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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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石器时代的考古成果，远不止
一颗花椒。

有了此前长达一年的信息积累，
策划团队开始着手准备濛溪河最终入
选“2024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
现”时推出的策划产品。

旧石器时代的文物挖掘，可能不
如三星堆的文物具有强烈冲击力和神
秘感，也不如江口沉银般有大众熟知
的历史背景。面对一堆“石头”，我
们怎么才能让网友更有感知力？

要真切感受旧石器时代考古成
果的重要性，仅靠文字描述远远不
够。最终，策划团队在头脑风暴中
明确：这个产品，用AI+游戏的方式
去还原。

《重返濛溪河》通过“游戏化叙
事+AI 技术还原+新闻采访”的方

式，让网友通过H5“坠入”远古世
界，在完成生存挑战的过程中自主发
现文明密码。

在产品设计中，用户扮演一名意
外“坠入”远古世界的现代人，需要
通过完成四大生存挑战——狩猎、采
集、烹饪、疗伤，完成任务。每个挑
战对应濛溪河遗址的一项重要发现：
狩猎环节展示了遗址出土的骨制矛
头、采集任务，还原了核桃等植物遗
存、烹饪场景，特别突出了花椒的使
用、疗伤关卡，植入了接骨草等药用
植物证据。

此外，产品还巧妙地将考古知识
转化为游戏任务。例如，在“狩猎师”
挑战中，用户需要根据游戏画面中散
布着动物骨骼、木棍、树藤等，拖动道
具将它们拼接成为石斧，系统会根据
选择给出考古知识普及。这种转变使
受众从“信息接收者”变为“知识探索
者”，有效提升了传播参与度。

在策划过程中，我们也切实遇
到了一些难点。例如，在运用 AI 技
术生成中，大部分 AI 生成的旧石器
时代的人类的外貌都不太符合东亚
地区的人类长相，需要不断地对 AI
进行驯化。

更值得一提的是，看似茂密的树
林、河岸边的芦苇丛、林间空地上的

灌木，这些场景不是随意想象，都必
须要严格遵循濛溪河考古成果，做到
有所依据，对此策划团队进行了长达
一个月的反复求证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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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4 日，“2024 年度全国十大
考古新发现”最终结果揭晓，濛溪河
成功入选，媒体宣传报道接踵而至。

我们发现，四川新闻网独家挖掘
报道的“六万年前的花椒”“四川人
喜麻基因”被不少媒体引用、追踪。
这对我们推出《重返濛溪河》有了更
大的信心。

4 月 25 日，H5 产品 《重返濛溪
河》正式推出，被四川手机报推送。
这意味着，有 7000 万的用户都能通
过手机短信的形式获取“重返濛溪
河”的“通道”。此外，作品还获得
天府融媒联合体全网推送，川观新
闻、四川观察、封面新闻等来自四川
的185家融媒联合推送，成为一款正
能量、大流量的策划产品。

《重返濛溪河》的成功突围让我们
深刻意识到，一个好的新闻策划不仅
需要在大量媒体都聚焦报道时去思考
如何突破，抢抓独特的新闻点、切入
点，同时还需要积累以及久久为功的
连续“追踪”，更需要从受众的角度思
考，转变传播思维——从“告知”到“体
验”，从“解读”到“发现”。

最好的科普不是把知识灌输给受
众，而是让他们在阅读新闻中探索并
获得发现的快乐。

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随着人
工智能的不断发展，考古新闻还将呈
现更多可能性，那些沉睡在地下的文
明密码，正在等待被更生动地讲述。

但无论技术如何演进，核心始终
不变：用好的新闻产品、创新的表
达形式，去唤醒公众对文明根源的
好奇与敬意。四川新闻网也将继续
挖掘和创新，讲好下一个中国故
事、四川故事。

（作者何文宗系四川新闻网执行
总编辑，戴璐岭系四川新闻网全媒体
中心主任，何佳欣系四川新闻网全媒
体中心记者部副主任）

四川新闻网H5产品《重返濛溪河》——

一块“石头”的新闻策划
□何文宗 戴璐岭 何佳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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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是海南解放 75 周年。为
了重温解放海南的光辉历史，传承海
南革命文化、赓续琼崖红色血脉，海南
日报新媒体于4月27日起推出纪念海
南解放75周年特别策划——《幸福照
相馆·老兵Story》系列人物微纪录片。

在该系列报道中，记者与长期关
注琼崖纵队老战士题材的海南纪实摄
影师一起，深入革命老区与琼崖纵队
老兵面对面，聆听其讲述关于海南解
放相关战斗的历史故事，通过纪实影
像的方式，生动展现那段烽火岁月，
以此向为海南解放作出贡献的所有英
雄们致敬。截至目前，该系列微纪录
片发布了三期，全网浏览量达 100
万+，引发关注热潮。

引入外援拉近情感距离

在我们的主创团队中，有一个关
键人物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海南纪
实摄影师张江英，作为《海南日报》
的一名摄影通讯员，多年来，张江英
走遍海南各个市 （县、区），进行田
野调查式拍摄，迄今为止，张江英已
经为近百名琼崖纵队老兵拍摄纪实肖
像。可以说，张江英对海南琼崖纵队
老兵的情况有相对全面的掌握，也跟
不少老兵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基础。

因此，我们邀请张江英加入报道
团队，让记者跟随她的脚步深入到老
兵的家中，一起去聆听老兵的口述历
史。张江英的加入，不仅让这一系列
纪录片的记录视角更多样，而且迅速
帮助采访团队拉近与老兵们的距离。

直面挑战用细节打动人心

目前，我们已经采访的几位老兵
均年逾九旬，有两位更是百岁高龄。
他们大部分只会说海南方言，记忆
力、听力以及表达能力存在不同程度
的障碍，这些因素都为采访带来难
度。面对这些障碍，我们明确了一个

采访原则——做好倾听者，抓住动人
细节。

首先，我们采访拍摄所选择的地
点均选择在老兵的家中。每一次探访
拍摄，都是从老兵们比较熟悉的摄影
师张江英跟他们唠家常开始，这样有
助于老兵们释放情绪进行讲述。其
次，我们将采访的问题做最大程度的
口语化转换，以关键词、关键信息对老
兵进行提示，并注重运用奖章、证件、
老照片等器物，唤起老兵的回忆。

老兵们所讲述的内容无一例外地
都非常碎片化。但我们耐心地聆听、
记录，不随便打断对方，并在合适的
节点做引导。在这样的采访节奏中，
我们获得了很多珍贵的史料，也捕捉
到不少感人的细节。

比如，我们采访琼海万泉镇的老
战士龚花兰时，挖掘到她十几岁时乔
装成捡牛粪的农户“智”送情报的真
实经历：当时，龚花兰将密件塞进竹
筒，再用牛粪盖住竹筒，装进粪箕挑
走……她讲述这段内容时情绪饱满，
细节生动。这段内容成为第二期发布
的成片里突出的内容亮点。我们将这

段精彩内容制作成短视频切片后，更
是获得了单条超80万的浏览量。

动静结合注重细节表达

我们使用“幸福照相馆”作为这
个系列报道的片名，其实是希望点出
该系列微纪录片在结构设计和视觉语
言上的创新表达。

在这一系列报道中，每一期内容
的讲述都是从一张老兵的纪实肖像照
开始的。我们把静态影像引入动态视
频中，让照片成为全片展开叙事的“引
子”，最后再以一张老兵敬军礼的人物
肖像照结尾。这不仅让首尾照片形成
呼应，还呼应了片名中的“照相馆”，让
全片的视觉表达更有层次，视觉语言
更丰富，让人感觉深刻而隽永。

在纪录片的拍摄与后期制作中，
除了注重对史料的记录，我们也格外
重视老兵们细腻的情感表达。我们注
意到，老兵们谈到某些细节时，由于
激动或悲伤，会把情绪表现在肢体动
作上。这些内容我们的镜头进行了多
机位记录，并且在后期剪辑时重点突
出这些采访中最打动人的内容。

比如，在第三期内容中，百岁老
兵黄文开因为讲话比较吃力，就由他
女儿在一旁为他补充讲述。但当我们
问他“为什么要参军”时，他还是努
力用颤抖的声音说出三个字“为人
民”，并说了一句“我是国家的人”。他
在说这些话时，眼睛里分明湿润了，这
样的感人瞬间被我们如实记录。在后
面的讲述中，他说到自己命悬一线的
经历时，还主动指出了自己身上曾经
受伤的位置……这些画面无需太多语
言解释，只要呈现就足够有感染力，能
引发观众强烈的情感共鸣。

此外，为了弥补老兵们讲述不连
贯导致的内容缺失，我们在后期剪辑
时会通过交替呈现一些影视画面和现
实场景，运用具象场景叙事手法，增
强故事节奏，提升情节吸引力，让受

众更易理解相关历史事件和老兵独特
的经历。同时，在文本方面，我们根
据采访内容和查询的资料，形成一份
串联起全片的旁白文案，用旁白补充
讲述缺失的内容，形成画面过渡，并
在最后深化主题，点明价值内涵，进
一步提升立意。

打好产品传播组合拳

为了提高公众对这些琼崖纵队老
兵的关注度，我们还精心制定发布策
略，运用符合网络传播规律的方式，
实现主流价值的软着陆。这一系列微
纪录片从4月27日起发布，在5月1
日海南解放 75 周年纪念日当天达到
传播高潮。这样的排期计划让受众对
这一系列内容形成从“被吸引”到

“期待更新”的心路历程，增强了系
列报道的黏性。

同时，我们还根据海南日报新媒
体矩阵下不同平台的传播特点，为这
一系列微纪录片制定产品发布“套
餐”，即每期都会制作发布一期微纪
录片短视频+若干精彩片段切片+一
张海报，并在短视频平台和微博平台
设置话题，吸引受众充分参与到内容
的讨论中。

在扎实的内容支撑和科学的传播
方案的共同推动下，这一系列报道相
关的视频产品取得了较好的传播效
果。该系列微纪录片一上线就获得

“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川观新闻等省
内外20余家媒体转载。其中，第三期

《幸福照相馆·老兵Story丨今天，海南
这位 101 岁老兵的军礼，让人忍不住
抹泪！》入选了中国记协“我的代表作”
专栏，被列为优秀案例。截至目前，该
系列发布的三期视频累计全网的浏览
量已突破100万次。

（作者蔡曼良系海南日报全媒体
编辑中心视觉部总监，张杰系海南日
报新媒体部主任、全媒体编辑中心副
主任）

《海南日报》系列人物微纪录片《幸福照相馆·老兵Story》：

用口述故事诠释民族精神
□蔡曼良 张杰

作为以“青年能懂、青年有感、青年可亲、青年参
与”为制作理念的系列融媒体访谈节目，《中国青年报》
（以下简称中青报）精心打造的《青年茶座》紧紧围绕青
年关心的话题展开，可谓是青年与时代连接的重要桥
梁。节目自 2022 年 10 月推出以来，深受青年用户欢
迎，在中青报媒体矩阵，以及微信公众号、微博、B站、
快手等平台总传播量达1025万。

创新节目形式触达青年

《青年茶座》通过“围炉煮茶”的场景设置，采用“青
年问、代表答”的互动模式，在节目形式上走出了一条
创新道路。节目每期布置带有茶具、茶杯的场景，不但
强化了节目的IP属性，也营造出了一种轻松愉快的对
谈氛围。

纵观《青年茶座》系列可以发现，《青年茶座》轻松
而富有场景布置的对话，打破传统访谈严肃、冗长的刻
板印象。而每期约10分钟的视频，也使得节目更富轻
量化，有效提高了节目制作的效率。

《青年茶座》在话题和标题上紧跟青年人的潮流，
符合青年人对节目的收看习惯。例如，在“从 City
walk到Village walk，年轻人的旅行方式更多了”“为脆
皮青年支棱起来支大招”等节目中，《青年茶座》聚焦青
年之间流行的话题，采用青年人喜欢的活泼作标题，进
一步拉近了与青年人之间的关系，增进了与青年人之
间的共鸣。

事实上，这样话题的青年化并非只设置于青年人
日常热议的内容中，而是贯穿节目始终。例如，2022
年，中央宣传部、国家发改委、共青团中央等17家
部委联合出台了《开展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试点的意
见》。在此背景下，节目推出一期“这届年轻人选城
市的时候，在‘选’什么”，让青年代表与团代表共
话“心动城市”。

通过轻松愉快的对谈，畅聊一年间逐渐闯出声势
的城市，向观众展示了全国东西南北的“青年发展型城
市”。“我毕业后选择的城市一是要看城市对青年创业
者的态度，二是城市是否有符合青年自身职业发展的
产业。”来自湖南大学的学生罗鹏飞在节目中也为青年
人偏爱的城市建言。关注什么是青年“友好型”城市、
关注青年未来会选择去哪些城市发展，也让节目成为
照亮青年人前进道路上的“灯塔”。

关注青年成长成才话题

近年来，高校毕业生规模持续扩大，就业压力不
断攀升。在此背景下，为更好助力新时代人才强国的
战略，《青年茶座》推出了四期“大学生人才发展护
航行动”加多宝·学子情特别节目，邀请专家、从业
者和大学生共聚，分享各行业发展机遇，共同助力大
学生朋友了解和思考如何发挥所长、到祖国需要的地
方建功立业。

每期节目直击职场痛点，以“过来人”经验为处在
就业迷茫期的高校毕业生们消解信息差，为他们答疑
解惑。这种“有高度、接地气、带温度”的对谈，为高校
毕业生注入就业的信心，构建起企业、高校与青年人才
的三方对话平台，彰显媒体的社会责任担当。

例如，在该特别节目的首期中，《青年茶座》邀请加
多宝集团昆仑山矿泉水有限公司厂长周飞做客，向青
年学子分享他离开沿海城市，投身西部建设的故事。
节目中，他向青年学子讲述了扎根在青海昆仑山，参与
建设矿泉水工厂的10余年经历，用真实故事诠释“广
阔天地大有可为”。

再如，特别节目的后面三期分别聚焦“科研创新有
我”“大国工匠有我”和“新职业新生活”，邀请如华为云
企业智能系统领域首席专家常建龙、世界技能大赛抹
灰和隔墙项目金牌获得者马宏达等，讲述各自在工作
岗位上的工作心得和使命担当，为高校毕业生找到适
合自己的“舞台”出谋划策，帮助即将踏入社会各行业
的大学生们树立起成为高技能人才的职业理想。

年轻化表达重大主题

在党的二十大召开前夕，《青年茶座》节目充分发
挥中青报的校园渠道优势，与中青校媒共同策划，向多
所高校的大学生发出邀请，请他们参与节目的录制。
这一做法也让“00后”大学生成为主角，把“话筒”真正
交给青年人。

从《青年茶座》栏目的第一期来看，中青报记者和
3位“00后”大学生带着对党的二十大的期待和对党代
表履历的好奇，向3位基层党代表发出“视频邀请”，进
行“视频对谈”，展现基层党代表个人奋斗融入党和人
民事业的青春故事。

同时，节目摒弃“背稿式”表达，鼓励嘉宾真情流
露。例如，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人民医院护理部副主
任杨辉利在节目中分享抗疫经历时提到：“我们愿意从
四面八方来到武汉，就是要陪他们度过最艰难的这一
道坎。”这种将宏大叙事转化为个体视角的讲述方式，
让青年人在听嘉宾讲故事、谈感受中理解重大主题。

此外，节目还通过师生与代表的对谈，引领青年学
子建功西部、建设祖国美丽乡村的新风尚，引导青年学
子将个人的理想追求融入国家的发展事业当中。例
如，有愿意从江苏到克拉玛依跨越4000公里去新疆读
书的“00后”，有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师
生讲述他们选择奔赴祖国西部的人生理由，以及返乡
的年轻人谈论自己如何建设美丽家乡的故事。

可以说，《青年茶座》以精准的主题定位、创新
的形式表达和深远的社会价值，构建了青年与时代的
精神对话场，成为青年成长路上的精神驿站。当更多
青年在“茶座”中找到共鸣、获得启迪，这杯“青年
茶”就会浸润他们的心田，《青年茶座》也将茶香四
溢、历久弥新。

《中国青年报》系列融媒体访
谈节目《青年茶座》——

以茶为媒话青春
□本报记者 蒲添

■分享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