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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5年“美好中国行·走进广西边关
国家风景道”活动期间，《中国旅游报》充
分发挥融媒体传播优势，通过报纸、网站、
移动端等多平台联动，以文字、图片、视频
等多元形态推出“美好中国行·走进广西边
关国家风景道”系列报道，全方位、多角度
展现广西边关国家风景道的独特魅力，为边
关文旅发展注入强劲传播动能。

系列报道在重点推介沿线风光及城市发
展经验的同时，生动呈现了边境旅游在广西
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推进
兴边富民及乡村振兴战略中的显著成果。

融媒矩阵联动
构建立体传播体系

此次系列报道突破传统媒体单一传
播模式，构建起报纸+网站+移动端的融
媒体传播矩阵。报纸利用多个版面对采
风活动进行深度报道，《归春河畔“一瀑
跨两国”》《花山岩画“会说话”》 等系
列文章以细腻笔触勾勒边关风光与文化底
蕴；网站精心打造专题页面，对分散报道
内容进行系统整合，实现信息聚合与高
效检索。

同时，文字+图片+视频的融合报道形
式，结合风景风貌、民宿经济、特色产
业、乡村振兴、地方故事等多维视角立体
呈现，形成体系。受众可通过不同媒介形
态感知边关风情，视频中瀑布的轰鸣、图
片里壮美的山水、文字间流淌的文化韵
味，多感官传播体验显著增强了报道的吸
引力与感染力。

聚焦文化共生
讲好跨境融合故事

“美好中国行·走进广西边关国家风景
道”系列报道紧扣中越边境文化交融特色，
生动诠释边关发展故事。

在中越德天 （板约） 瀑布跨境旅游合
作区，“一票游两国”“一日游两国”的独
特体验被细致呈现。中国德天瀑布与越南
板约瀑布同框的壮阔画面、中越游客举咖
啡碰杯的温馨场景，通过文字与图片生动
再现，构建起边关文旅“双向奔赴”的新
图景。

轰鸣的流水声回荡山谷，成为中越两
国的天然交响；两岸集市中，壮锦与越南
漆器在晨光里交相辉映，文化交融让自然
奇观更添灵动气息。

京族博物馆里京族姑娘指尖流淌的《过
桥风吹》琴声、旧州街中色彩斑斓的绣球，
这些文化符号在报道中得到充分展现。数字
化技术赋能文化传播，岩画故事盲盒、骆越
王抱枕等文创产品的推广，让古老文化以新
潮方式走进大众生活；“友谊关上演AI秀”
更体现科技与文化的碰撞，为边关文化传播
注入新活力。

赋能产业升级
服务兴边富民战略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一幅象
征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的巨大卷轴缓缓展
开，最早出现在画卷上的正是广西宁明花山
岩画的赭红印记——这些穿越 2000 年的图
腾，以原始而磅礴的姿态，向世界诉说华夏
文明的深邃与悠长。

跟随 《中国旅游报》 系列报道的笔触
与镜头，走进广西崇左市宁明花山岩画景
区，在明江河畔的喀斯特峰林间，世界文
化遗产花山岩画的神秘魅力扑面而来。景
区发展带动乡村振兴，当地在做好岩画保
护传承的基础上，鼓励村屯居民发展乡村
旅游，利用闲置农房建设旅游民宿，引导
村民售卖土特产，实现增收致富，让 2000
年前的图腾以新方式在明江河畔“诉说”
当代故事。

系列报道不仅展示边关风光，更宣传
当地旅游发展成果，为兴边富民和乡村振
兴注入动力。花山岩画景区带动乡村旅游
发展、珠连村村民通过民宿经营与土特产
销售增收、防城港簕山古渔村从传统渔业
向现代旅游业转型等案例，通过报道让更
多人了解边关地区的发展蜕变，有效吸引
游客前往，推动旅游经济发展。同时，对
边关国家风景道串联跨国旅游新图景的报
道，为沿线旅游发展指明方向，助力构建
跨国旅游新格局。

这条蜿蜒于中越边境的风景长廊，作
为中国首个跨境旅游合作区的重要载体，
正以蓬勃生机书写兴边富民的时代答卷。

《中国旅游报》此次融媒体系列报道以
丰富的形式、生动的内容与深刻的内涵，
全方位展现边关文旅的独特魅力与发展成
果，提升了边关旅游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生动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
展理念，更为推动边境地区旅游发展、文
化交流和乡村振兴作出积极贡献，为文旅
报道提供了可借鉴的融媒体实践范例。

《中国旅游报》：

解锁边关文旅
实现“双向奔赴”
□本报记者 李雪昆

“宜将剑戟多砥砺，不教神州起烽
烟。”当历史的指针指向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

《解放军报》自5月8日起连续推出《纪念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80周年》特刊，如青铜铸碑，在厚重
版面上重燃那段血火交织的民族记忆。

这不仅是对历史的回望，更是对伟
大抗战精神的挖掘与传承——它紧扣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
来”的主题，以政论散文的深刻、亲历报
道的鲜活，唤醒沉睡的抗战记忆，让模糊
的英雄面容重显棱角；其铭刻的不仅是
胜利荣光，更是民族与军队在血火中熔
铸的精神密码和磅礴伟力。这份兼具思
想厚度与青铜质感的特刊，赢得军内外
读者好评。

封面文章：以政论文笔法
书写波澜壮阔的抗战史诗

特刊每期设 4 个版面，封面文章由
资深记者、军史专家、文化名家等联袂撰
写。作者运用政论文笔法，按照抗战重
大历史事件脉络，勾勒出波澜壮阔的抗
战史诗。这组文章是特刊的“灵魂”与

“纲领”——既有政论的宏大叙事、思想
高度与历史站位，又有散文的文学感染
力、情感浓度与画面张力。

以《把伟大胜利永远铭刻在人类正
义事业史册上》与《沧桑山河 风雪战
旗》为例，其多维度叙事特点鲜明：一是
文体融合的创新。前者侧重全球史观的
政论架构，后者偏向意象化的文学表达，
形成刚柔相济的叙事张力。二是历史纵
深的立体构建。前者以“中国军民伤亡
3500万人以上”“百团大战1824次鏖战”

“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转战 1500 公里”
等精准数据为支撑，明确中国战场作为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的地位，
构建宏观历史坐标；后者聚焦九一八事
变后江桥抗战中马占山部“血战半月歼
敌数千”、土龙山农民暴动“伏击饭塚大
佐”、小孤山十二烈士“枯井里的震天口
号”等具体场景，以微观叙事串联东北抗
战全程，既填补了历史虚无主义制造的

“记忆空白”，也让宏大历史有了可触可
感的温度。三是现实指向的精准发力。
两篇文章均针对历史虚无主义展开辨析
与话语权争夺，在史实论证中筑牢精神
防线，明确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
的中流砥柱作用。这种现实指向本质上
是一场“记忆保卫战”——用史实铸成抵

御虚无主义的铠甲，以精神火种照亮未
来道路，让“铭记历史”成为“开创未来”
的起点。

优秀的政论文既是历史的青铜拓
片，也是时代的预警雷达。它们以文学
温度柔化政论刚性，以历史深度强化现
实锐度，最终在版面上铸就兼具思想重
量与审美张力的抗战史诗。

融合报道：跳出宏大叙事
以生动故事诠释抗战精神

特刊中间两个版面采用连版设计，
以亲历式融合报道搭建历史与现实的
对话通道。这组报道跳出“大历史”

“大成就”的刻板叙事，摒弃冗繁说教
与枯燥罗列，以寻访脚步丈量历史纵
深，以还原笔触激活沉睡记忆。如同
地质勘探者向历史河床打入探头，记
者既打捞抗战烽火中的峥嵘瞬间，也
记录今日重访的现实回响，将两者熔铸
成带体温的鲜活故事——通过这种叙
事，让抗战精神从抽象概念变为可触可
感的精神实体。

主打专栏“胜利之光·战地记者追寻
人民军队战斗步伐”是融合报道的范
本。该系列由《红色地标回访》《航拍红
色地标》等亲历报道及互动新媒体产品
构成，《解放军报》组织记者重访人民军
队抗战时期征战、驻留过的红色地标，同
时追踪新时代强军征程的足迹。记者以

“现在时”视角回望“过去时”，用新闻敏
锐捕捉历史肌理，在“昨天”与“今天”的
时空交织中，既让历史场景重现画面感，
又为时代记忆补上血肉细节。这种叙事
既是对军队红色血脉的溯源，也是对精
神坐标的校准、胜利密码的破译，更是以
新视角完成对历史的诠释、当下的记录
与未来的启迪。

以《走近瓦窑堡：转折关头，谁主沉
浮》为例，该报道未停留在瓦窑堡会议的
史料堆砌，而是通过“石碾子前的沉思”

“红军东征路线图与当代官兵行军轨迹
的重叠”等细节，构建立体叙事网络。尤
其将当年“筹粮700石、蔬菜8万斤、缝制
衣服3000套”的军民鱼水情，与今日“风
力发电机照亮黄土高坡”“人工智能算力
中心落地老区”的新貌相对照，让“党的
不懈奋斗，正引领着这片大地走进新的
春天”的命题有了跨越时空的说服力。

《凝望抗大：身居窑洞里，放眼看世
界》同样颇具叙事张力。报道以“窑洞大
学”为支点，一边还原抗大学员“用白土
当粉笔、子弹壳作蘸水笔”的办学场景，
一边展现国防大学学员陈媛媛看到《特
种作战概要》旧书时的震撼——84年前
抗大开设的特种兵科，竟与当代特种作
战训练课目遥相呼应。这种“历史超前
性”通过毛泽东同志讲授战略课时的手
稿与飞过天安门上空的歼-20战机的蒙
太奇对接、《抗日军政大学校歌》与新时
代《强军战歌》的声浪叠印，生动诠释了

“身居窑洞时的眼光，早已望向未来”。
这些融合报道的精妙之处，在于让

历史不再是博物馆里的静态展品。瓦窑
堡的石碾子仍在碾磨时光，抗大的窑洞
依旧透着灯火，而当代军人的臂章、老区
孩子的笑脸、跨越山海的物流快车，都是
历史叙事的“现在进行时”。这种以故事
承载精神，以细节见证初心的方式，既保
留历史厚重感，又赋予其时代鲜活度，最
终让抗战精神在历史与现实的交响中，
成为照亮未来的不灭火种。

视觉记忆：聚焦微观个体
以鲜活形象重述英雄传奇

特刊最后一个版面为视觉记忆，如
同穿越时空的窗口，以鲜活形象重述英
雄传奇。《回望·抗战烽烟》《寻访·抗战遗
址》《铭记·抗战文物》《AI 致敬·再现英
雄》等栏目，依托军媒独家历史影像，将
泛黄的记忆碎片拼接重组，再现震撼人
心的抗战瞬间。

这组内容紧扣军队与军人的精神纽
带，以细腻笔触挖掘英雄人物的尘封故
事。那些被岁月遗忘的细节，化作叩击
心灵的力量：战地记者镜头下冲锋的身
影、见证历史的珍贵档案、纸短情长的抗
战家书……一个个鲜为人知的故事如精
神丰碑，在历史深处矗立，让读者在凝视
英雄面容时触摸信仰温度，于红色精神
谱系中完成灵魂淬炼。

值得一提的是，《解放军报》在特刊
中还创新运用AI技术修复抗战英雄照
片。通过精密修复与智能还原，那些因
战火、岁月而模糊的面容重焕神采，褪色
的黑白影像有了鲜活色彩，僵硬的神态
重现坚毅光芒，让英雄风采以更具冲击
力的方式呈现，让不朽精神在数字时代
激荡出新的回响。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特刊熔铸政论
之魂、探访之诚和铭刻之精，让读者再次
回望那群站立在岁月深处的巍峨雕像，
重拾那段刻骨铭心的烽火记忆。在历史
虚无主义暗流涌动、国际格局风云激荡
的当下，这份特刊是一次精神“再武装”，
其价值远超纪念本身。它告诉我们：80
年前的浴血荣光，不仅铭刻在史册上，更
应熔铸于民族集体血脉中，成为面对惊
涛骇浪时“风雨侵衣骨更硬”的坚韧与

“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胆魄。
（作者王振江系解放军报社总编室

编辑，王驰系总编室助理编辑）

《解放军报》推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特刊——

以独特叙事张力和厚重内涵呈现抗战画卷
□王振江 王驰

近年来，生态文明建设已成为中国
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不断深入人心。在这
样的时代背景下，主流媒体如何讲好生
态故事、传播绿色价值，成为宣传思想文
化工作中的一个重点课题。

近日，江苏、安徽、湖北、湖南、贵州
5 省党报联合推出《共话长江经济带绿
色发展》专题报道，集中展现了长江经济
带中上游省份绿色发展中的共识与多样
性。这一报道形式不仅丰富了生态叙事，
也展现出在区域协同发展中引导主流舆
论的媒体担当。

同题共写形成区域合力

此次 5 省党报的联合报道，最鲜明
的特征是“共题共写、各展其长”。在“长
江经济带绿色发展”这一共同主题下，各
省党报根据本省实际，从生态修复、绿色
转型、新质生产力等角度切入，构建出一
个结构多元、内容互补的报道矩阵，展现
出“共中有别、别中有合”的传播格局。这
种同题共写的方式，打破了以往区域媒
体各自为政的局限，提升了舆论引导的
整合力和穿透力。

在报道中可以看到，《新华日报》侧
重于江苏的工业腾退和生态补偿，《贵州
日报》强调贵州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安
徽日报》聚焦江豚回归安徽与水质监测，

《湖北日报》展示湖北城市滨水空间治理
成效，《湖南日报》突出湖南的林地碳汇
和“生态+产业”模式。

各地报道方向虽不同，但共同指向

绿色发展的主题主线，这不仅体现了地
方党报因地制宜讲述发展实践的能力，
也彰显了主流媒体围绕国家战略形成传
播合力的水平。相较于独立呈现的单篇
报道，这样的联合报道在议程设置上更
具整体感和系统性，容易引发广泛共鸣。

可以说，这样跨区域新闻联动，不仅
拓展了区域融合传播的实践空间，也为
党报在国家战略大背景下以“合唱”之
力讲好中国故事、增强主流舆论的整体
声量提供了参考。

绿色议题述说发展主线

此次《共话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专
题报道的另一重要突破，在于其将绿色
发展不再仅作为生态话题孤立呈现，而
是置于国家高质量发展主线中进行系统
讲述，改变了以往“就环保谈环保”的单
点式表达路径。

例如，《新华日报》在报道中不仅展
示了江苏沿江化工企业的集中退出，而
且呈现了腾退后如何通过指标调剂、产
业导入实现高质量再发展。这种生态修
复与空间重构的路径，不仅展现了绿色
发展与产业转型之间的良性互动，也体
现了环境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双赢局面。

《贵州日报》在讲述贵州故事时，则在描
绘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的同时，强调绿
色覆盖率提升带动经济的增长，将生态
优势有效转化为发展动能。

值得一提的是，“新质生产力”成为
贯穿5省党报报道的关键词，从绿色金
融、清洁能源到生态旅游与高端制造融

合，绿色发展已成为推动经济结构升级
的重要抓手。报道通过具体案例，将抽象
政策具象化、生活化，实现了从“绿水青
山”到“金山银山”的传播闭环，展现出主
流媒体在内容供给侧的优化能力与议题
设置的前瞻视角。这种多维度的绿色发
展叙事，不仅为地方经验提供了展现平
台，也为读者呈现了一幅绿色发展与经
济转型并行的生动画卷。

生态叙事更重情境共鸣

在传播生态文明理念的过程中，媒
体不仅仅要传递信息，更要通过生动的
叙事形式与读者建立情感联系，让绿色
发展的理念真正触动人心。

此次 5 省党报联合推出的报道，注
重突出“人的主体性”，通过具体的地方
实践和情境化的描绘，体现出浓厚的人
文关怀，使得生态保护的理念更容易被
公众理解和接受。例如，《湖北日报》在报
道中特别指出，“人均公共绿地面积指标
由不足 10 平方米提升至 120 平方米”；

《湖南日报》讲述“穿山甲重回原始林”的
背后，是村民退耕还林的主动选择。这些
内容既符合新闻真实性要求，又具有生
活化、人文化的表达优势，使绿色话题更
易引发受众共情。

此外，纵观《共话长江经济带绿色发
展》专题报道可以发现，5省党报在报道
中普遍克服了过去生态新闻“术语化、模
板化”的问题，更多采用故事化、口语化、
具象化的叙述手法，这也实现让政策内
容“向下走”，让群众“听得懂、信得过、记

得住”。可以说，这些报道通过传播手段
和表达风格的优化，不仅增强了绿色新
闻的社会抵达力，也提升了主流价值观
的润物无声之效。

事实上，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系统
工程，既需顶层设计，又需全民共识。而
生态报道不仅是科学和政策的传递，它
还是文化与价值观的再构建。在人和自
然关系不断重塑的当下，新闻表达也应
成为连接现实与理念的重要桥梁。在这
一过程中，主流媒体既是传播者，更是建
设者。

从这个角度来说，《共话长江经济带
绿色发展》专题报道不仅是一篇新闻报
道，更是一种绿色传播方式的探索样本。
它告诉我们，只有从“讲政策”转向“讲故
事”，从“自说自话”走向“共鸣共情”，生
态话语才能真正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苏皖鄂湘贵5省党报联合推出《共话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专题报道：

共话长江绿色发展
□本报见习记者 闫昕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