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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研究

2021 年 4 月 26-28 日，湖州市长兴融媒体
中心和丽水市庆元融媒体中心联合推出了 《红
色足迹：“从关键性一仗”到“江南小延安”》
的主题系列报道，受到广泛关注。党史学习教
育开展以来，我省县级媒体首次以“踏寻红色
足迹”为主题开展的跨市新闻联合行动。此次
两地联合新闻行动的探索实践，实现全媒体矩
阵资源共享联动，获得“1+1大于2”的宣传效
果，唱响主旋律、传递正能量。笔者以此次联
合行动策划方案为例，探讨县级媒体在开展新
闻联合行动时，如何把握“立足新闻主业，深
耕内容生产”。

一、以导向为魂 讲好主题宣传故事
做好主题宣传是主流媒体的职责使命，也

是主流媒体体现权威性、影响力的有效途径。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做好建党
百年报道是媒体的职责和使命。2021 年 4 月，
在两地互访中我们了解到长兴与庆元同属革命
老区，粟裕大将曾经在两地战斗过。1935 年，
庆元县斋郎村的“关键性一仗”，为挺进师打开
了进入浙西南的通道；1945 年，长兴成立新四
军苏浙军区，被誉为“江南小延安”。粟裕大将
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点亮了革命年代激情燃
烧的岁月。粟裕大将在两地的“烽火十年”，就
是庆元与长兴的纽带。为此就有了以粟裕大将
为主线的新闻采访联合行动的想法。互访中，
双方采编人员多次召开策划碰头会。大家各抒
己见，碰撞思想火花，几易其稿，最终成型了

《红色足迹：“从关键性一仗”到“江南小延
安”》 主题系列报道策划方案，并初步商定以
相关红色故事见证者、知情者出境，让革命

“文物”发声，以红色小物件讲述生动红色故
事，以“小切口”做好建党百年重大主题报道。

重大主题报道由于题材重大、涉及面广，
而且往往是命题作文，要出新出彩难度比较大。
这次系列报道我们既追求报道的宏大视野和主
题深度，又尽可能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赋予
重大主题报道感染力和影响力。如在叙述方式

上，整组系列报道整体强调以“故事为轴”，让
事件当事人讲述一个个鲜活的红色革命和新时
代“红绿融合”发展的故事。每篇报道既可独
立成篇，又有内在逻辑联系，由“红色足迹”
贯穿始终。在编排上，每篇报道巧妙设计悬念
呈现结构之美，并灵活运用背景音乐等烘托氛
围和表达情感等，使报道彰显温度和深度等。

（一） 以人物为轴线：一位将军烽火十年的

两地情，让新闻内容更具感染力和影响力

第一篇报道中以庆元斋郎村“关键性一仗”
见证者叶庆炉老人与两个红军碗故事切入，带
出粟裕大将率领的挺进师与当地老百姓的军民
鱼水情。以粟裕大将与当地老百姓的军民鱼水
情为轴线，从而带出粟裕大将为长兴候阿苟改
名的故事，有细节，有悬念，转场自然，引人
入胜。

（二） 以故事为轴线：一瓶老酒跨越山海的

感恩情，让新闻报道更具吸引力和亲和力

第二篇 《跨越山海的礼物》 报道中，两位
见证斋郎“关键性一仗”战斗的后人，以及县
党史办人员带着家酿红酒到长兴祭拜先烈，重
走当年粟裕的战斗路线，作为两地的纽带连接。

（三） 以时空为轴线：一篇报道共享共推的

“山海”情，让报道效果更具生命力和竞争力

第三篇《两个红色村的对话》，从长兴仰峰
村与庆元斋郎村两个红色村互访切入，讲述长
兴庆元 2003 年开展山海协作以来，在产业合
作、乡村振兴、社会事业等方面的合作成效，
从而深化主题。

二、以内容为王 打造融媒体产品
这次主题报道活动我们摒弃以往主题报道

严肃、刻板的公文式报道，坚守“内容为王”，
化大为小，让细节定格，尝试多样化新闻表现
手法表达宏大主题，提高主题宣传的吸引力、
亲和力。从策划开始，我们就强化这一主题报
道的新闻点、观众兴趣点，合理设置故事悬念。

（一） 践行“四力”，深入村里做好蹲点，

挖掘具体的人和事，探究受众的关注点

立足立足新闻主业新闻主业 深耕深耕内容生产内容生产
——“庆元与长兴开展新闻联合行动”的实践与思考

吴晓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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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整合、配强采编力量，共同推动新闻
联动进程，完成高质量新闻采编任务。先后选
派了10多人次采编经验丰富的记者深入一线蹲
点采访。如到庆元县斋郎村实地采访“两只红
军碗”故事主人翁、现年 92 岁的叶庆炉老人。
长兴融媒体中心也派出记者深入采访了粟裕大
将为“阿苟改名”的故事。通过深入采访，92
岁高龄的叶庆炉老人与两只红碗的故事，粟裕
大将为“阿苟改名”的细节，粟裕大将使用的
大刀赠送给侯阿苟等诸多细节，悉数收入囊中。
老人拉着二胡沉思，在粟裕大将铜像前摘帽、
三鞠躬，让儿子带着家酿红酒到长兴粟裕墓前
祭拜，侯阿苟背着粟裕大将赠送的大刀奔赴抗
美援朝战场立战功这些细节无不凸显了老人对
老一辈革命家的敬仰，让屏幕前的我们备受触
动，与主人公产生共鸣。

（二） 把握新闻方向，两地不断调整采访思

路，及时策划亮点，推动新闻事件发展

第一版 庆元-长兴联合采访策划
| 深入宣传新四军苏浙军区司令部——长

兴“江南小延安”的革命历程
| 记者现场实地采访和挖掘两地在烽火年

代感人的红色革命故事 （比如，长兴的某一感
人革命故事或者物件）。

| 围绕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和江南红村
两个点，宣传长兴县红色旅游“多产业多业态”
融合发展的亮点和成效 （红色旅游推荐）。

第二版 庆元-长兴联合采访策划
该系列分为 5 个选题，主题为寻访粟裕将

军战斗足迹
| 庆元斋郎战斗，讲述关键性一战。粟裕

在庆元的战斗，加采访。
| 长兴新四军司令部、纪念馆，讲述粟裕

从庆元到长兴的战斗生活。
挺进师有无在庆元留下后人，或者见证粟

裕将军战斗的后人，邀请一两个人到长兴。
| 祭拜先烈，重走当年粟裕的战斗路线，

作为两地的纽带连接。
| 长兴新四军缴获的一门功勋炮的故事。
| 长兴红色旅游，庆元绿水青山，可采访

长兴文旅集团，两地的旅游连接，可加海采
“你知道庆元、长兴吗？

第三版 庆元-长兴联合采访策划
该系列分为 3 个选题，主题为寻访粟裕将

军战斗足迹，初步定为2021年4月28日，两地
共同推出系列报道第一篇。

| 庆元斋郎战斗，讲述关键性一战，粟裕
在庆元的战斗，加采访。通过转场转到长兴视
角。长兴新四军司令部、纪念馆，讲述粟裕从
庆元到长兴的战斗生活，长兴新四军缴获的一
门功勋炮的故事。

| 叶庆炉老人的儿子和叶伙有到长兴，祭
拜先烈，重走当年粟裕的战斗路线，赠送红军
碗，作为两地的纽带连接。

| 两地山海协作，两山理念，沟通和交流。
如在采访中与县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专家

深入沟通，促成叶庆炉老人儿子和村民带着自
酿米酒和两只红军碗 （仿制品），到长兴粟裕大
将墓前祭拜先烈，并重走当年粟裕大将的战斗
线路；促成长兴仰峰村与庆元斋郎村两个红色
村的村两委主要负责人互访，讲述长兴与庆元
自2003年开展“山海协作”以来，在旅游产业
合作、乡村振兴等方面合作成效，深化“红绿
融合”主题。

（三）精心编辑制作，两地配强后方编辑团队，

认真梳理脉络，用心打磨细节，精心编辑制作

在报道方式上，记者化身为事件见证者，
用讲述式报道的方式，全程没有多余的说教。
同时精心编写串词，巧妙设计过渡和转场；承
上启下，前后关联。此外，在后期制作中还充
分运用背景音乐、字幕等表现手法，有效增强
报道感染力。

三、以创新为要 实现传播新突破
发挥两地全媒体矩阵传播优势，通过多种

形式呈现作品，使报道更具传播力和影响力。
一是巧选刊播时间。2021 年 4 月，长兴、庆元

“缅怀烈士”成为主基调。尤其特别的是，这一
天还是斋郎战斗胜利86周年纪念日。为使整组
系列报道引起读者共情、共鸣，两地选定同步
刊播时间为 4 月 26-28 日，营造缅怀革命先烈
以及斋郎战斗胜利纪念日的浓厚氛围，使报道
更具亲和力与传播力。二是媒体矩阵传播。充
分利用报纸、网站、电视端、新闻客户端、广
播等全媒体平台优势进行传播，精心制作易于
推送的短视频，在掌上庆元、菇乡视界、中国
蓝、天目云等平台第一时间推送。《菇乡视界》
推送的短视频阅读数累计 10 万人次，转发 500
多次，点赞数 3000 多人次。三是持续巩固提
升。在网站首页设置专题集纳新闻联合行动相
关报道等，方便受众及时查看和评论点赞，增
强传播效果，从而形成主题报道的合力。

（作者单位：庆元县广播电视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