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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奖背后

《微视频|看雄安·水下白洋淀》荣获第34届中国新闻奖新闻专题三等奖。在作品

拍摄过程中，记者打破常规，选用独特视角记录雄安新区的巨大变化，用极具特殊性的

报道体验反映雄安新区自然生态建设的成就。这部聚焦雄安新区生态建设作品的创作

历程，正是主创团队践行新闻工作者“脚力、眼力、脑力、笔力”要求的一次深刻实践：用

脚力深入冰冷的水下现场，用眼力捕捉水下生态复苏的独特证据，用脑力构思融合科技

内核与人间温情的叙事框架，最终以创新的笔力呈现出生动立体的雄安生态“答卷”。

在第34届中国新闻奖评选中，《苏州日报》刊发的通讯《清退362个工作群 为基
层干部“松绑”》荣获通讯类二等奖。一篇仅有1161字的县市工作通讯何以“出圈”？
恰是因为驻地记者在“深、蹲、跳”上下功夫，既“站在天安门上看问题”又“站在田
埂上找感觉”，从“退群”小切口写出基层减负大文章。

突破常规视角，将镜头直接
探入白洋淀的水下世界。这不仅
是一个技术尝试，更是一种理
念：让清澈的水体、生物的多样
性成为雄安生态治理最直观、最
有说服力的“答卷”。

当白洋淀历经有史以来最大
规模系统性生态治理、水质达到
近年来最好水平的消息传来，我

们意识到，这绝不仅仅是一个环
境数据的变化，更是观察雄安新
区高质量发展成效的重要窗口。

雄安新区的设立是“千年大
计、国家大事”，习近平总书记“建
设雄安新区，一定要把白洋淀修
复好、保护好”的重要指示，为其
生态建设赋予了核心地位。如何
报道这个重大主题？传统的岸上

采访、航拍俯瞰虽能展现宏观，
却难以触及生态修复最核心的证
明——水体本身的生命力。

经过反复研讨，我们决定用
水下视角这一常人难以观测的特
殊视角贯穿全片，记录和见证治
理实效，并阐释背后的科学治理
理念和方法，成为我们策划的核
心思路。

独具创意：特殊视角展现重大主题

拥有了珍贵的水下素材，如
何让硬核的生态治理成果和科学
原理打动人心？这考验着我们的
叙事能力。

把专家从办公室里请出来：
行舟水上，漫步淀边，把枯燥难
懂的理论和数据，变成直观呈
现；水下倒影，空中航拍，让生
态治理的显著成果具体得触手可
及。同时，我们摒弃了传统的解
说词堆砌或专家访谈的串联方
式，精心设计了一条温情线索：
白洋淀上，一老一小两位当地村

民 泛 舟 淀 中 ， 以 对 话 贯 穿 全
片。爷爷是白洋淀变迁的见证
者 ， 孙 女 则 代 表 着 新 区 的 未
来。通过爷孙间平实、温暖的对
话，将爷爷讲述过去的污染情况
与孙女看到的眼前景象连接起
来，用今昔对比赋予宏大主题以
个体情感温度。

同时，爷孙的对话也成为引
导镜头的线索。当爷爷指着水面
讲述，孙女好奇张望时，镜头顺
势潜入水下，按“鱼类”“植
物”“鸟类”3个生态门类，层层

展开水下世界的奇妙画卷。同时
把生态治理的专业术语，如“近
自然修复”“水生植被群落构
建”“科学调控促进水体自净循
环”等原理，巧妙地融入爷孙的
观察与专家的适时解读中。

而在孙女眼中，这些复杂的
科学手段，就是“让水变干净”

“让鱼儿回家”的“魔法”。雄安
方案、雄安智慧，最终落脚点在
于 让 雄 安 人 民 受 益 的 幸 福 生
活，让这一寓意通过日常生活场
景自然流露。

叩击心弦：温情叙事体现“以人为本”

《微视频|看雄安·水下白洋
淀》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温情的叙
事引发网友强烈的情感共鸣。作
品被 《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中
央媒体以及众多地方媒体、商业
网站广泛转载，形成了显著的传
播声势。

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的电子
大屏上，作品持续滚动播放，成
为向来宾讲述雄安生态故事的生
动名片。大量观众留言表示，看
到了“前所未见”“想象不到”
的水下白洋淀，对生态恢复的成

果感到惊叹和欣慰。
作品的专业性和创新性也得

到了学界认可。国内多所高校新
闻学院将其选为教学案例，用于
探讨“重大主题的微观叙事”

“新媒体时代视听语言的创新”
“如何践行‘四力’讲好中国生
态故事”等课题。学生们通过撰
写心得体会进行二次传播，使作
品的社会效益和影响力得到更深
入、更长久延伸。

回顾这次创作，正是沉下去
的镜头，最终让白洋淀生态复苏

的动人故事清晰地浮现在了世人
面前，而“将镜头沉入白洋淀”
也是新闻工作者对“四力”要求
的一次深刻践行。它启示我们，
面对“千年大计”这样的宏大主
题，记者既要胸怀大局，更要沉
得下去，勇于突破技术壁垒和
思维定式，在最贴近事实本源
的现场，用最真挚的情感和最
专业的方式，讲好中国发展的精
彩故事。

（作者系长城新媒体集团长
城国际传播中心记者）

广泛传播：“四力”实践成就积极回响

作为一名常驻县 （市、区）
的地市级党报记者，平时遇到最
多的就是工作性报道，这类报道
很容易被条线思维束缚，陷入材
料化、公式化、同质化的“围
城”，难以出彩。县域又是改革
发展的“试验田”，往往好的新
闻选题就藏在那些看似平常的工
作当中。要发现好新闻的真价值
就要“深一度”去挖掘，从表象
中抽丝剥茧、洞察本质、精准研
判，从而找到别具一格的新闻角
度，跳出新闻同质的束缚，站稳
主流舆论阵地，不断增强新闻舆
论“引导力”。

2023年8月，记者在张家港
市委督查室获悉当地“指尖形式
主义”专项治理成效：清退工作
群 362 个，取消不必要的打卡、

转发考核，让基层干部“轻装上
阵”。如果单从这个事件本身来
看，只是一个县级市在某一条线
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效，新闻价
值不大。但如果我们从辩证的角
度来看就会发现，微信工作群的
兴起，虽然有它即时、便利的优
势，但凡事过犹不及，群里随时填
表格、签到、打卡、转发……这些

“指尖上的负担”也随着工作群的
多而杂，最终成了新的形式主义。

从这个角度来考量，清退工
作群，不仅仅是形式上“退群”
那么简单。记者从表层向深层开
掘，通过“深一度”的思考，引
出了关于“减负”与“提效”之
间的辩证追问，既传递出“必须
减”的鲜明态度，又阐明了“怎
么减”的关键方法：张家港清除

冗余群，清单化管理必要群，保
证工作有序，在“做减法”的同时

“提质效”，如禁止政务新媒体过
度追求点击量，强制基层干部签
到、点赞、转发等硬措施。一系列
举措，找准了工作群泛滥的病根，
对症下药治理“指尖形式主义”，
让干部腾出精力办实事。

在对新闻事件背后的现象、
原因、影响等方面进行深度剖析
中，除了有当事人的原声，还有
背后的故事，以及作者对报道对
象、社会现象的沉思和真知灼
见。1161 字传递出来的社会意
义和价值，让这篇通讯报道有了
更强劲的穿透力，从而引发广大
读者，特别是基层干部对于如何

“减应减之负，担应担之责”的
深入思考。

“深一度”发现“真价值”

清退362个工作群这类报道
本就缺乏叙事的表现力，如果平
铺直叙，很容易就变成工作总
结。要把稿子写好写活，就要聚
焦在具体的人和事上，所谓“一
具体就生动”。

记者在张家港市委督查室采
访结束后，马不停蹄地跑到村
（社区），找基层干部聊变化，谈
感受。当天下午，记者在张家港
市大新镇新东社区找到了社区书
记孙涛，他告诉记者，过去被各
种微信群信息淹没，疲于“盯
群”、“爬楼”、转发，现在微信
群“瘦身”，他有了更多的精力
去联系社区群众，面对面了解他
们的诉求。但同时他也有疑问，

一个是清退工作群的具体标准是
什么？哪些该退，哪些该留，心
里没底；另一个则是这次的清理
行动会不会是一阵风，之后退了
老群，又要建新群，到头来空欢
喜一场。

孙涛的疑问也是记者想要追
问的问题，随后，记者又来到张
家港市网信办做进一步的采访，
得到了明确的答案：张家港清退
工作群并非“一刀切”，而是分
类实施，解散“僵尸类”“空壳
类”“重复类”群，对确需保留
的群实行清单化管理。为防止

“退老群建新群”，当地也明确规
定：不以群消息代替书面通知，
不随意群内布置工作，严控无效

留痕，为新建群戴上“紧箍咒”。
虽然采访过程费些周折，但

让报道的逻辑更加完整严密，这
些带着问题“蹲下去”获得的鲜活
素材，不仅让报道更加生动立体，
也更容易与读者共情。报道发布
后引发强烈反响，客户端阅读量
超 50 万次，被多家媒体转载，评
论区里不少基层干部纷纷点赞，
更有周边城市主动联系张家港，
要来为“退群”取经。可见“蹲下
去”不仅是一名记者在新闻采访
中的“规定动作”，更代表一种立
场和姿态，它让报道摒弃模糊远
观，实现细致刻画；它摒弃居高临
下，实现平等对话与共情，使作品
接地气、聚人气、冒热气。

“蹲下去”掌握“摸鱼法”

驻站记者长期在地方，易受
地域局限影响全局把握。破解之
道在于时刻提醒自己“跳出地方
看地方”，胸怀全局，找到最佳

“切点”挖掘，学会升维思考，
唯有站得高、看得远，才能写出
有深度、有温度、有力量的新闻
精品。

反对形式主义是党的重要任
务。党中央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
义为基层减负，明确要求健全长
效机制。也正因如此，记者在采
写这篇稿件时，并没有把视野局
限于“退群”这一个单一的动作
上，而是进一步追问在“当下
改”的同时如何实现“长久立”。

“长久立”，“立”在整治
“指尖歪风”的系统布局。在采
访的过程中，记者发现，为基层
减负，张家港其实不只有“退
群”这一招，还通过加强对政务
新媒体、政务 APP 的管理规范
来让基层干部“轻装上阵”。比

如，市级层面不再公布月度政务
微信传播指数排行榜；各区镇、
街道、部门不得将政务新媒体阅
读量、转发量、点赞数等数据作
为评价村（社区）工作成效的依
据，不得纳入对村（社区）年度
考核等。

“长久立”，更“立”在对工
作群做“减法”的同时，在畅通
诉求渠道上做“加法”。比如，
张家港推出集“城市‘e’管
家”“12345”便民服务热线等功
能 于 一 体 的 “ 联 动 张 家 港 ”
APP，通过该平台对收集到的问
题进行汇总、分办并反馈，让市
民诉求实现一键直达。

这些内容表面看起来和清退
微信工作群没关系，但站在为基
层减负的全局性高度来看，却是
不可或缺的关键信息。为此，记
者翻阅大量文件资料，将反复的
政策规定转化为易于理解的新闻
语言，凝练成短短 1000 字出头

的通讯报道，阐明了张家港整治
形式主义的实践逻辑。报道生动
展现了“减负”机制的有益作
用，更用事实证明只有通过系统
的思维、科学的谋划、有力的统
筹、务实的举措，才能推动基层
减负走向深入，取得实效，全员
全程全力跑好这场接力赛。

“深一度”“蹲下去”“跳出
来”——练好“深、蹲、跳”，写好新
闻稿。这篇仅有1161字的获奖通
讯再次说明，一名称职的记者，
尤其是地方党报驻站记者，要善
于透过现象看本质，从微观中把
握全局，从偶然中洞察必然，在不
断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和业务能力
提升中，保持思想的敏锐性和开
放度，学会升维思考，在这个自媒
体拼命吸睛、博取流量的年代，
守牢新闻舆论主阵地。

（作者杨天笑系苏州日报社
县市融媒中心总监、杨溢系苏州
日报社县市融媒中心副总监）

“跳出来”冲浪“时代潮”

然而，将“水下白洋淀”的
构想付诸实践，首先面临的是严
峻的技术和体力考验。

该片拍摄时已进入华北平
原的深秋时节，白洋淀水域的
日常温度在 15 摄氏度左右，当
地 老 百 姓 有 的 已 穿 上 毛 衣 御
寒。但为了捕捉清晰、生动的
水下生态画面，记者必须多次
全身浸入冰冷的白洋淀水中。
克服低温，成为记者要面临的
首要难题。

为等待鱼群游过、水草舒展
的最佳瞬间，记者长时间浸泡在
冷水中，忍受身体极限，出水时
身体冻得发抖、嘴唇发紫是常
态。而水下拍摄的更大困难在于
自然环境的不可控性：鱼群不会
按指令出现，光线、水流、能见

度时刻变化。
“难得一见”的画面背后是

“反复求索”，“淀中拍鱼”虽不
像“大海捞针”那般渺茫，但也
充满了漫长等待与瞬息万变的不
确定性。有一次，拍摄团队随船
在淀中找寻了大半天，本以为又
将无功而返，忽然，远远地看到
水面下有个黑团。

“是鱼群！”
拍摄团队强压着内心的兴

奋，一边示意船夫轻轻地把船停
下来，一边蹑手蹑脚地把镜头探
入水底。当看到画面中鱼群如风
暴般向镜头冲来，大家无不赞叹
雀跃，都觉得一整天所经受的风
吹和暴晒值了！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为了
尽可能多抓拍到不同种类的水

鸟，凌晨四五点起床就潜伏在
芦 苇 丛 里 ， 是 我 们 拍 摄 的 常
态。随着太阳慢慢升起，露水
逐渐打湿了衣衫，蚊虫慢慢在
身边肆虐起来……不能动，不
敢动——只为了抓拍到青头潜
鸭“扑棱棱”振翅飞起的那一
珍贵时刻。

团队像“水下候鸟”一样，
日出而作，日落不息。近一年的
追踪，上千小时的等待与拍摄，
几百个G的拍摄素材……方能集
结成作品中几分钟的极具视觉冲
击力的精彩瞬间。正是这种近乎
苛刻的要求，才最终将白洋淀水
下生机勃勃的多样性生态——成
群 的 鱼 类 、 繁 茂 的 “ 水 下 森
林”、健康的底栖生物群落真
实、鲜活地呈现出来。

攻坚克难：独特体验成就生动报道

长城新媒体集团《微视频|看雄安·水下白洋淀》：

一次关于生态、技术与温情的新闻实践
□曹朝阳 张梦琳

苏州日报社《清退362个工作群 为基层干部“松绑”》：

“小切口”写出“大文章”
□杨天笑 杨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