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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策一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周年报道评介8 1945-2025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5 月 28 日
起，北京日报融媒体矩阵推出系列报道

“我们的 1945”。记者深入采访亲历过
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通过一段
段真实鲜活的口述史，弘扬伟大抗战精
神，礼赞英雄主义情怀。

这是一次特别的报道——平均年龄
97 岁，这是目前 《北京日报》 采访对
象平均年龄最大的一组系列报道；连续
刊发 80 名老人的抗战故事，也是 《北
京日报》采访抗战老战士、老同志规模
最大的一次。

一次时不我待的抢救性采访

历史不容忘却。通过弘扬伟大抗战
精神，使全国各族人民牢记由鲜血和生
命铸就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历
史，牢记中国人民为维护民族独立和自
由、捍卫祖国主权和尊严建立的伟大功
勋，牢记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作出的伟大贡献，这是主流媒体义
不容辞的责任。

但是，随着岁月流逝，当年参加过
抗日战争的一代人陆续老去，在世的亲
历者越来越少，即使在世，他们的记忆
力和表达能力也正在退化。报道团队深
知，这是一次抢救性采访，老人们的故
事若没有去记录、去传播，也许会被淹
没在岁月之中。

时不我待，我们决定在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
年之际，寻找健在的老兵，抢救抗战记
忆。今年4月，北京日报社联合北京市
老干部局发动各区、各单位寻找参加过
抗战的老战士、老同志。有了组织部门
的支持，抢救性采访有了可靠的线索
源。他们有的是当年的小战士，有的是
战地医院的医护，有的是儿童团团长，
也有的是妇救会主任。最年轻的 92
岁，最年长的105岁。

找到线索，如何对高龄老人采访、
讲好抗战故事，就显得十分重要了。为
此，北京日报社提前做了细致策划和精
心准备。

一是要求记者在采访时穷尽所有受
访者的资料和素材，包括勋章、书信、
照片、视频等。为每一位受访者都拍下
照片，为老人和其亲人留下美好记忆。

二是登门前先与老人的家人深入沟
通，了解老人的过往经历，并寻找老人
身体状况最佳的时机完成采访，尽量减
少采访对老人身体的影响。

三是采访时记者会携带着鲜花和果
篮，表达敬意。采访中有些老人听力不
好，有些记忆模糊或表达不清，记者们
在耐心倾听老人讲述的同时，及时引
导、控场和鼓励，尽最大努力记录这些
极其珍贵的口述史。

一次口述抗战史的全媒体传播

这是一组“小人物见证大历史”的
系列报道，全媒体传播使个体化的口述

抗战史被更多受众看到。
个体记忆，重现历史。此次“我们

的 1945”系列报道都是通过普通老战
士、老同志的战时记忆，于细节中呈现
宏大历史，从而引发共鸣。比如，“炮声
隆隆，枪声四起，密集的手榴弹像雷声似
的响个不停。一听就知道这不是日本鬼
子的枪声，也不像游击队打麻雀战的枪
声，而是八路军从天而降歼灭日本鬼子
的鏖战声。”“一开始我们只发了4颗手
榴弹，别的什么都没有。除了集体活动
以外，其他和老百姓几乎没什么差别。
有时得睡草铺、枕砖头。碰上敌人‘大扫
荡’，我们好几天吃不上饭。”一个个生动
细节，从亲历者的个体视角，带领受众穿
越历史，感受80年前的血与火。

抓住金句，直抵人心。每期报道，
我们都选取老人的原话作为标题，或直
观展现其性格特征，或浓缩其精神内
核，或形象再现独特历史背景。如《南
国兴：“给侵略者一次迎头痛击”》能
让人联想到一次精彩的战斗；《史建：

“把日本鬼子打跑了，高兴！”》会让人
眼前浮现出抗战胜利时的欢庆场面；

《郭计兰：“沁源人宁死不当汉奸！”》
则铿锵有力，充分展现了当年中国人民
抵御外辱保家卫国的坚定意志。

强化视觉，表达崇敬。只要老战
士、老同志的身体状况允许，我们在采
访中都会请他们换上军装，别上纪念
章，再敬军礼，为他们制作海报后在新
媒体端推送。这既是对老战士、老同志
的尊崇，也是以富有冲击力的画面达到
吸引受众阅读的目的。

多样呈现，立体传播。系列报道以
文图、短视频、音频、海报、微纪录片等多
种形态，在《北京日报》、北京日报客户
端、长安街知事微信公众号、北京日报微
博、北京日报抖音等多平台同步发布，开
设#铭记国家英雄#等话题，力争触达更
多受众。系列报道反响热烈，据不完全
统计，目前“我们的1945”系列报道全网
阅读观看量超1100万次。

老战士南国兴给 《北京日报》 写
信说，报道刊发后许多同志向他发来祝
福，令他热泪盈眶，老人提笔写下“我

们的一九四五”几个大字送给报道组。
老战士张玉和的女儿给记者发来微信：

“我要带给父亲看你们的所有报道。让
他也能了解党和人民没有忘记他们这些
抗战老战士！也让他知道你们《北京日
报》记者的工作成果！让他更加努力与
身体的疾病作斗争！”

一次隔代人对话的集体学习

这组系列报道中的采访对象，多为
90多岁、100余岁的老人；而参与采访
的记者，也以“90 后”和“00 后”年
轻记者为主。隔代人穿越时空，被伟大
的抗战精神连在了一起。

在采访中记者看到，很多老人已经
很难准确说出战斗的具体时间、地点，
但那份家国情怀从未消退。“我为革命
做工作，不能讲报酬”“我做的是理直气
壮的事儿，我不怕死”“我离休了，但我没
离党，我不能掉队”……这些真挚朴素的
表达，也让年轻记者真切感受到老战士、
老同志对党、对国家深沉的爱。

96 岁高龄的张森水老人特地换上
全套军装、军帽，戴满勋章，精神饱满
地向记者讲起自己儿时第一次见到八路
军队伍、参军入伍后执行任务的经历，
绘声绘色。参与采访的记者说：“老人
的讲述让我的脑海中出现了生动的画
面。不朽的精神力量，对每一个年轻记
者心灵的震撼都是可想而知的。那些英
雄事迹，于我们而言可能是故事，但对
亲历者来说，却是鲜活的人生。”

通过记者的采访，不少老人逐渐回
忆起当年的一些细节，有的还用苍老的
声音唱起抗日战歌，场景令人动容。

目前，“我们的1945”系列报道还
在有序进行。我们深知，在历史长河
中，80 年只有转瞬。一代代人陆续老
去，而我们的共和国依然年轻。欲知大
道，必先为史。就如我们团队中一位年
轻记者所说：“我们今天的记录，或许
可以在未来成为一份可见可感的历史资
料，为红色精神的代代传承增添薪火。”

（作者系北京日报社城市新闻部
主任）

北京日报社“我们的1945”系列报道：

大观照与小细节交织铺陈
□赵中鹏

在国际传播实践中，如何让中国
故事突破文化差异、引发情感共鸣，
始终是主流媒体探索的重要方向。在
第四届中非经贸博览会召开之际，湖
南日报社三湘都市报·犇视频以“一包
大米”为媒，特邀冈比亚农民穆萨·达
博入湘，推出“穆萨入湘”系列报
道，讲述其跨越万里祭奠袁隆平院士
的故事。其兼具情感温度与思想深
度，不仅成为现象级传播案例，也为
国际传播提供了“小切口、深挖掘、
广辐射”的实践范式。该报道相继获
得《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新闻等
中央主流媒体聚焦转载，获评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中非
友好的又一段佳话”的赞誉。

精心策划：从一袋稻米到
万里之约

故事的缘起藏在西非冈比亚的稻
田里。2023 年 7 月，湖南日报社 《朋
友·伙伴》采访团队在冈比亚偶遇农民
穆萨·达博，这位普通非洲农民，捧出
用中国杂交水稻种子收获的稻米，并
委托记者将其带回湖南敬献给袁隆
平，这一朴素请求背后蕴含着深厚的
中非情谊，三湘都市报·犇视频团队敏
锐捕捉，成为后续报道的情感纽带。

真正让选题实现从“民间故事”
到“国家叙事”跃升的，是 2025 年 3
月的一个关键节点。当王毅外长在十
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外交主题记者
会上援引“穆萨故事”诠释中非合作
时，三湘都市报·犇视频策划团队迅速
捕捉到其中的新闻富矿，并决定将其
与第四届中非经贸博览会相结合，以

“一包大米”为媒介，策划“穆萨入
湘”系列报道，将单一的人物故事嵌

入中非农业合作、文明互鉴的宏大背
景中。

为促成这场跨越万里的“稻作之
约”，湖南日报社构建了多层级的资源
协调体系。湖南日报社领导策划，提
前赴京到外交部沟通；内容生产端集
结直播、图片、视频等精干力量组成
专项小组制定报道方案，确保情感表
达与主题传递的精准性。

精准抓点：雨中落泪祭奠
感动全网

在穆萨故事的报道执行中，三湘都
市报·犇视频团队以细节传递情感，引
发强烈共鸣。

6月11日上午，穆萨冒雨携带自种
稻米祭拜袁隆平，三湘都市报·犇视频
直播记录下动人一幕：雨水与泪水交
织，穆萨将稻米和描绘中非共耕的油画
摆放在墓前，用母语倾诉思念。

三湘都市报·犇视频剪辑的独家视
频《万里奔赴只为“稻”念》迅速引爆网
络，发布2小时内在三湘都市报微博、新
湖南抖音两个平台创下 300 万阅读量、
15万点赞的传播数据。《三湘都市报》在
微博开设的话题#袁隆平墓前多了一袋
特殊的稻米#也迅速登上了微博全国热
搜，阅读量超1.6亿，外交部新闻司司长
毛宁转发称赞：“这是超越国界的纽带”。

在深度报道层面，团队通过 45 分
钟的独家专访，挖掘出穆萨与“种子”
的不解之缘。2009 年，远在美国做电
信工程师的穆萨，因一通家人哭诉冈比
亚粮食短缺的电话，毅然回国投身稻
作。技术困境几乎让他放弃时，中国专
家送来的杂交水稻种子重燃希望。“袁
老师说‘人就像种子，要做一粒好种
子’，我们正在努力成为改变冈比亚的

好种子。”这段被剪辑成4分钟的专访
视频 《对话穆萨：一粒种子改变的人
生》，以“种子”为隐喻串联起个人选
择、国家发展与国际合作，不仅打动国
内网友，更获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推
荐，被非洲媒体Scooper等国际平台转
载，实现了跨文化传播。

全球传播：“种子故事”引
发跨文化共鸣

独家推出系列报道后，这场始于
湖南的温情叙事，引发全国媒体的集
体共鸣，希望提供相关素材和采访支
持。三湘都市报·犇视频全方位开放
资源，提供包括冈比亚稻田实拍、祭
拜现场实录、稻穗烟花燃放等独家素
材，更积极协调穆萨接受央视新闻、

《中国日报》 等媒体的联合采访，构
建起多平台全媒体传播矩阵，让这则
温情故事成为全网刷屏的文化现象。
央视新闻“本周人物”8 分钟纪实片

《穆萨·达博：改变非洲的“一粒种
子”》 70%以上素材源自 《三湘都市
报》， 相 关 短 视 频 在 抖 音 播 放 量 超
2000 万；《中国日报》 以“头版推荐+
整版特写”呈现，明确标注素材支持
来源。

“穆萨入湘”系列报道催生#袁隆
平墓前多了一袋特殊的稻米#等 20 余
个热搜话题，全网阅读量超 15 亿，网
友暖心留言汇聚成时代和声。与此同
时，这则充满人情味的故事还跨洋传
播，在非洲引发共鸣，非洲头部平台
Scooper转发故事与视频，冈比亚国家
广播电台及当地自媒体也进行转载。
湖南日报国际传播矩阵也通过海外账
号共发布相关稿件 33 篇，累计浏览量
超15万，书写出中非友谊新篇章。

外长点赞：高度评价中非
农业合作事迹报道

在湖南省外办与湖南日报社的协同
努力下，在中非合作论坛成立 25 周年
暨第四届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招待会
上，穆萨获得了与王毅外长面对面交流
的珍贵机会。

“这将成为我人生的高光时刻。”
回述当晚场景时，穆萨仍难掩激动。
他向 《三湘都市报》 记者透露，王毅
外长对其推动中非农业合作的事迹给
予高度评价，称赞这是“中非友好的
又一段佳话”。

6月13日，《湖南日报》刊发稿件
《冈比亚农民穆萨的故事，是“中非友
好的又一段佳话”》，呈现了这场特殊
的外交互动。报道中，穆萨生动描绘
了技术引进带来的青年转变：过去躲
避农活的年轻人，现在围着中国技术
员学习农机操作。坐在驾驶室完成数
十人的工作量，让务农变得“酷”起
来！这一细节成为中非技术合作惠及
民生的鲜活例证。

从西非稻田到长沙墓园，从地方媒
体策划到外交部点赞，“穆萨故事”的
成功在于其遵循了“情感共振—价值认
同—行为转化”的传播逻辑：以“一包
大米”为情感载体，将中国对非洲援助
这一宏大叙事拆解为个体体验；以“种
子”为象征符号，将农业合作升华为

“做一粒好种子”的生命哲学；以“全
媒体矩阵”为路径，实现跨文化传播。

这种“以小见大、以情动人、以理
服人”的策略证明，在信息碎片化时
代，扎根生活的微观叙事与充满人性温
度的故事，更易跨越文化隔阂。

（作者系《三湘都市报》总编室主任）

三湘都市报·犇视频“穆萨入湘”系列报道：

一袋稻米为媒 成就“中非”佳话
□和婷婷

当工厂的齿轮咬合出绿色智造的节奏，
写字楼的空调学会“思考”，稻穗低语诉说循
环再生的秘密——低碳，正以千万种姿态，在
神州大地上书写新的叙事。6月25日，在第十
三个全国低碳日之际，中国环境报社推出“低
碳朋友圈”特别策划，围绕校园、港口、社区、
赛事、NGO等多元场景，以一系列贴近生活
的低碳实践故事，展现来自日常生活中的绿
色行动。

该系列报道用讲故事的方式激发共鸣，
让“碳达峰”“碳中和”这类国家战略有了
可见、可感、可参与的现实表达，为环保传
播的本土化、年轻化、生活化探索，提供了
有力注脚。

深入现实捕捉细节

“低碳朋友圈”特别策划的一大特点，就
是从身边的小事切入，以贴近的生活场景讲
述绿色行动。例如，校园中学生将“低碳”视作
理所当然的共识；赛事组织方用废弃塑料制
作奖牌；港口实现全流程电动化作业；社区通
过平台激活闲置物品“再就业”。

这些报道放弃了概念式的宏大叙述，而
是选择从不同视角感受各行各业的生动实
践，看普通人的衣食住行以及工作生活的方
方面面如何悄然融入绿色基因，读来自然、可
信、接地气。将原本抽象的“碳达峰”“碳中和”
等宏大目标，转换为每一个普通人都可以加
入的朋友圈，既降低了传播门槛，又提升了认
同感。

同时，标题设计也充满巧思。例如，在《低
碳朋友圈｜垃圾变奖牌，“零废弃赛事”玩转

“减法游戏”》《低碳朋友圈｜NGO携手年轻
力量，打败“五怪”解锁低碳生活》《低碳朋友
圈｜从线上到线下，闲置物品在这里实现“再
就业”》等标题中，“垃圾变奖牌”“打败‘五
怪’”“低碳生活再就业”等话语，脱离了以往
政策文件式的表述，具有互联网传播语境中
的活力与吸引力，增强了信息的亲和力和参
与感。让受众感受到，低碳不再是远在天边的
口号，而是朋友圈里正在发生的事，身边人正
在做的事。这种做法不仅更符合移动传播时
代的信息消费习惯，也契合了当下年轻人“低
碳生活即生活美学”的观念转变。

用故事增强传播力

以人物为主线的叙事方式，让绿色行动
更具感染力和号召力。该系列报道采用了“人
物+事件+现场”的结构逻辑，增强了故事性。
无论是致力于减少一次性用品的青年志愿
者，还是推动绿色校园行动的学生社团，抑或
是为实现港口“零排放”的工程团队，《中国环
境报》都通过人物的视角，传达出“每个人都
是减碳力量”的理念。

故事讲得好，理念才传播得开。这种“讲
人”的方式，让低碳理念不再是喊口号、贴标
签，而是通过细节说服人、行动感染人、逻辑
打动人，传播效果也更加自然、真实、可信。

同时，报道在展现个体行动的过程中，还
注重展示制度设计与组织动员的力量。例如，
赛事如何设立“零废弃”机制，社区如何联动
回收平台，港口如何布局清洁能源体系。这些
背后都折射出政策支持和管理创新的力量，
使绿色转型从个人选择上升为社会共识。

设置议题体现担当

主流媒体通过创新传播手段，展示了环
保议题的深远影响力和广泛传播力。“低碳朋
友圈”特别策划体现了主流新闻在环保议题
传播中的责任感与创造力。它不仅仅是简单
的宣传环保口号，而是深入现实，捕捉那些看
似微小但富有生命力的低碳实践，赋予环保
报道更多温度与细节。特别策划内容通过中
国环境报社网站、客户端及多平台同步发布，
借助社交媒体使主流声音在年轻圈层中更为
可触、可达。

在新闻专业性与传播效果之间找到平
衡，是主流媒体绿色传播的关键。“低碳朋友
圈”特别策划也为行业提供了有益的参考路
径：环保议题不仅仅是技术性问题，更是一种
文化的构建和生活方式的引导。主流媒体要
成为推动绿色生活方式的重要力量，就必须
走进日常、贴近人心、尊重受众的理解方式。

未来可期，“朋友圈”仍可扩容。更多基层
故事、更多个体行动、更多跨界联动，都能为
这一话题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意。真正的环保
传播，不在于讲了多少道理，而在于有多少人
开始关注和参与。在这方面，“低碳朋友圈”特
别策划的探索已迈出了坚实一步，也为新闻
舆论场描绘了一幅更可亲、更可行的绿色传
播图景。

中国环境报社“低碳朋友圈”特别策划：

绿色小故事
助推减碳大共识
□本报见习记者 闫昕毓

■分享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