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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昭通·视界

这是几组有关一个新闻策划与
传播的数据：

2022 年 10 月至 2023 年 10 月，一
个团队用脚步丈量云南省东北部的
21个村庄。

2023年 2月至 10月，该团队完成 21
篇深度报道；10 万余字、21 个短视频、
100 余幅新闻图片，在多个新闻平台不
间断传播。

多篇报道在新华社客户端阅读量
达 110 万+，在《人民日报》客户端、“学
习强国”学习平台阅读量突破 10万+。

“学习强国”总平台、云南平台分别
为这组报道开设专题。

在被互联网改变了阅读习惯的当
下，这个团队到底是怎么做到这些的？

一个新闻产品碎片化的今天，传统
媒体应该坚守什么？

2023 年 12 月 25 日，“我和我的村
庄”主题报道——现场·分享会在昭通
日报社举行，对这个新闻策划的理念与
成果进行了一次集中解读。

现实：回到村庄寻找乡村振兴答案
从村庄里走出来的我们又回到村

庄去。
2022 年 10 月 16 日，党的二十大胜

利召开。作为党媒，怎样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大家都在思考。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确保中国人的
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成为新时代

“三农”工作的重要抓手。作为全国脱

贫人口最多的地级市，昭通在打赢脱贫
攻坚战之后，如何接续乡村振兴？围绕
深入推进“六大战略”、扎实做好“产、
城、人”三篇文章，630 万昭通人如何在
2.3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奔跑”？昭通
日报社一直在思考。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和
我的村庄”主题报道策划呼之欲出、应
运而生。

在“现场·分享会”现场，昭通日报
社党委书记、社长马永孝说：“在碎片化
信息盛行的今天，有必要去做长篇新闻
报道吗？答案是肯定的。”聚焦乡村振
兴战略，回应各级党委、政府广泛关注
的问题，新闻工作者责无旁贷。

这就是我们走进村庄的理由。

现场：用敬业态度塑造媒体公信力
只有以问题为导向的新闻，才能让

读者喜欢。只有真实呈现感人事迹的
新闻，才能更好地打动读者。

如何呈现乡村振兴里的那些人和
事？如何讲述那些人与村庄的情结与
故事？

一个不能避讳的现实：在传播手
段不断更新的今天，在碎片化信息大
行其道的今天，新闻事件一定程度上
已经不需要记者在现场！但是，记者
若要准确地把握和认知新闻本质，就
必须到现场。

从一开始，“我和我的村庄”的策
划立场，就要求记者到现场去观察、记

录和思考，去感知一个时代的脉
动，去呈现一件新闻作品的生命
张力。

以观察思考为基本方法，以
问题导向为写作策略，以内容创

新为流量密码，奔赴现场去记录与“三
农”密切关联的个体的命运，运用视频、
图片及文字融合的报道手段，还原事件
发生的逻辑和细节，把乡村振兴的实践
成功案例呈现给受众，这些便是 21 篇
深度新闻报道的态度、深度与温度。

寒风凛冽的 2022 年 12 月 12 日 ，
“我和我的村庄”采访团队从镇雄县出
发。第一篇和第二篇稿件，采访耗时 8
天。8 天的行程，注定是一条艰难的采
访之路，采访完回到昭通后，团队 7 个
人全“阳”了。

在“背篼图书馆”的发源地大关县
玉碗镇何家坡，记者与采访对象促膝
交谈，让他们一点儿一点儿地复原当
初的画面。等菜上桌的间隙，记者抓
紧时间跟进采访。到宾馆后，又抓紧
时间整理白天采访的素材。第二天又
继续奔赴现场……

这是一年来“我和我的村庄”团队
的采访常态。

分享会上，团队成员田朝艳说：“在
参与‘我和我的村庄’主题采访中，我们
克服了新冠疫情、高温天气，走遍了 11
个县（市、区），跋山涉水到采访现场、熬
夜加班写稿、字斟句酌修改稿件，深切
地感受到了新闻工作者的‘苦’。”

每次采访都以团队的形式进行，并
在写文字、拍图片、做视频上作了分工，
有分有合。有时，在报社派不出记者的
情况下，又联动县（市、区）级融媒体中
心的记者参与视频的拍摄和制作。

高山峡谷，绿美村庄，留下了记者
的足迹。在金沙江边培育兰花的周煌
智；云南大学硕士研究生卢俊糖的金江
溜索档案；为了兑现心中的承诺，扎根
大关山区 30 载，无怨无悔研究筇竹繁

殖与培育的董文渊；辞去高薪回乡创业
的汪义治……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及他
们与村庄的故事陆续在《昭通日报》及
各平台刊发，《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
社云南分社、“学习强国”等多家媒体纷
纷转载，形成了巨大的传播力。

在昭通日报社采编中心，集 21篇新
闻作品于一体的《现场》一书格外吸睛，
从奔赴新闻现场到书的命名再到“现
场·分享会”活动的举办 ，昭通日报社
认识到深入现场对采写深度报道的重
要性。

昭阳区融媒体中心记者虎彦群说：
“通过阅读《现场》，明白了深度报道的
内涵是什么。这组报道再次塑造了记
者的形象，文章读起来非常养心，是一
组有思想、有深度的好稿件。”

是的！《现场》作者有效地与事件背
后的人进行了交流，并运用视频、图片
与文字融合报道的方式，还原事件发生
的逻辑和细节，把乡村振兴的实践成功
案例呈现给受众，成功地与读者产生共
鸣，用敬业态度又一次塑造了媒体的公
信力。

现象：深度报道何以突破社群边界
对于一家地市报来说，“我和我的

村庄”新闻策划是一个现象级的媒体
事件。

“这一年，我们为深度报道画像，它
是兼容的，可以表达其他新闻作品所表
达的；它是有逻辑的，对新闻事件各方
面进行综合，找出事件发生、发展的内
在联系，还原事件的真实与必然；它是
有力量的，它具有的人性关怀和多维思
考能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本次主题
报道的执行策划人汪舒说道。

毫无疑问，互联网时代的传播行
业，已经形成社群化阅读，深度报道
能否打破社群边界？“我和我的村庄”
主题报道给出了答案。大家认为，深度
报道是带有思想和情感的，思想和情感
是深度报道的标签，能突破社群阅读边
界，获得传播力和影响力。

好的新闻作品，只有记者首先被
感动，才能更好地感动受众。这 21 篇
稿件直抵被采访对象的内心，深深地
触动了他们隐藏在内心深处感人而幸
福的泪点。

分享会上，还有更多的反响与声
音。昭通市文产办专职副主任郑方春
认为：“在短平快、碎片化信息的今天，
这个策划非常成功，真正做到了‘老百
姓喜欢什么我们就发什么’，再次证
明，只有满足读者需求的新闻，才是最
有效的新闻。”昭通市政协人资环境委
副主任、昭通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
席艾自由这样评价：“《现场》一书集中
彰显了昭通日报社记者们的脚力、眼
力、脑力、笔力，有 3 个特点，即群策群
力现态度、深挖细琢现深度、可学可用
现温度。”《云南日报》记者沈迅的看法
也很中肯：“昭通日报社推出的这组稿
件，涵盖了昭通创业、交通、农文旅融合
等各个方面，充分展示了昭通市乡村振
兴的成绩，是一组与时俱进又贴近生活
的好稿件。”

农村空心化是当下的客观事实。
但是，发生在 21 个村庄的故事，却在向
社会传递一个信息：这片土地上坚守的
人们，是“三农”的未来。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
必成。‘我和我的村庄’主题报道只是画
了一个逗号，村庄仍在变化，人与村庄
仍在持续发生新的故事，这是乡村生生
不息的发展动力，也是媒体源源不断的
信息源。”该组报道的策划人曹阜金说
出了自己的看法。

当新闻产品碎片化的时代来临时，
传统媒体如何破冰，应势而为？走进现
场，深入采访，全媒体编辑，差异化传
播，这是“我和我的村庄”主题报道交出
的答卷。

在现场——

这家地市党报为深度报道画像
记者 毛利涛

如何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
神，主动融入和服务云南省委“3815”战
略发展目标，全面贯彻落实昭通市委深
入实施“六大战略”、扎实做好“产、城、
人”三篇文章，切实助力乡村振兴，奋力
闯出一条以产兴城、以城聚人、以人兴
业的“产、城、人”融合发展的新路子，为
奋力推进昭通跨越式发展作出积极贡
献，无疑是当下昭通社会各界关心关注
的重要事件。最近，昭通日报社组织编
辑出版的《现场》一书，对此有了集中鲜
活的展现和回应。昭通日报社于 2023
年12月25日举行“我和我的村庄”主题
报道——现场·分享会，对刚刚出版还
散发着油墨香的《现场》进行了分享，令
人欢欣鼓舞。

在我看来，《现场》一书集中彰显了
昭通日报社记者们的脚力、眼力、脑力、
笔力。《现场》一书有 3 个亮点，即群策
群力现态度、深挖细琢现深度、可学可
用现温度。

群策群力现态度
2022 年 10 月，由昭通日报社社长

马永孝、总编辑吕翼总策划，副总编辑
曹阜金具体牵头组织的“我和我的村
庄”主题报道采访团历经 365 天，马永
孝、曹阜金、汪舒、莫娟、谭光吉、唐龙
泉飞、毛利涛、田朝艳、文泽梅、刘静涛
10名记者深入 11个县（市、区）现场采
访，写出 21篇深度报道。其中，2人合
作 8 篇、3 人合作 7 篇、4 人合作 2篇、5
人合作 2 篇、6 人合作 2 篇。21 篇报道
陆续在《昭通日报》“阅读昭通·深度”专
栏隆重推出，并在社会各界引起较大反
响。之后，昭通日报社再接再厉，将 21
篇报道结集汇编成《现场》一书。这 21
篇深度报道，多层次、多角度地展现了
昭通乡村振兴探索出的新做法、新经
验、新成果，特别是在如何推动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工作任务落地落实落细方面开掘尤深。
将这些另类的“调研报告”汇编成

册，无疑也可看作昭通日报社通过2023
年主题教育凝心铸魂、具体为读者办实
事的举措之一。此外，主题报道采访团
成员在采访中从灵魂上提高认识、从骨
子里转变作风、从能力水平上得到提
升，实为昭通日报社主题教育的一大成
果。如果说从策划写稿成深度报道是

“前半篇文章”，发表出书实现成果转换
则是“后半篇文章”。既重视写出深度报
道，又重视成果转换，体现了昭通日报社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一以贯之的坚定
态度。

深挖细琢现深度
2023年 12月 19日至 20日，中央农

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指出，要
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乡村建设水
平、乡村治理水平，强化农民增收举措，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取得实质性进
展、阶段性成果。

《现场》里的 21 篇主题新闻报道，
重在记录那些与“三农”密切关联的人
同村庄的关系，呈现他们在推进昭通
乡村全面振兴进程中不断取得实质性
进展、阶段性成果的经历、思考和奉
献，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
示范引领。

小切口、大文章，去粗取精、去伪存
真，篇篇精彩、篇篇好看。若从“产、城、
人”来粗略划分，“产”集中报道了大关

县“背篼图书馆”的扶贫先扶智、永善县
“华垦农林”的农旅融合、彝良县“云中
苗寨”的乡村旅游、盐津县“万亩茶香”
的改造升级、昭阳区啊初噜村的苗族文
化传承、绥江县回望村“老老互助”的居
家邻里互助养老、镇雄县齐心村“明华
山房”书香萦绕的质朴乡风家风等；

“人”则聚焦了水富市兰花创业者周煌
智的“爱兰说”、大关县董文渊教授的异
地筇竹梦、镇雄县北漂青年汪义治的回
乡创业梦、巧家县网红吴大妹的家乡宣
传情、鲁甸县科创企业家杨玉凡的艰难
蜕变等；“城”则分散些，主要融入“产”
和“人”的篇章中，但不管是回乡创业者
还是异地创业者，都把创业地作为家
乡，最典型的是异地创业者西南林业大
学教授董文渊在大关县“竹”梦 30 年，
构筑百万亩“筇海”，最终为大关县赢得

“中国筇竹之乡”称号的感人故事；而回
乡创业者中，从北京回到昭通、放弃自
己熟悉的教培行业选择投资农业的兰
州大学毕业生汪义治最为典型。这些
篇章，从切口进入、谋篇布局、语言表
述，都是通过采访记者深挖后细雕的，
是经得住推敲和盘查的。

可学可用现温度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关键在产业。

乡村振兴离不开产业振兴，产业振兴离
不开人才支撑，这是一个闭环逻辑。而
现实问题是，农村劳动力输出是一个增
加收入的出口，因为各种境遇，因为乡
村振兴政策的吸引，一些人慢慢会回到
返乡创业这个思路上来。

《现场》里的21篇深度报道，就
是 21个鲜活的促进农民

持续增收、稳定
增 收

的引路典型，这些充满温度的典型给予
我们饱满的力量。这些做法和经验照
抄照搬肯定不行，但是可学可用却是实
实在在的。比如水富万花园艺场老总
周煌智的“爱兰说”：“兰花的一个寓意
是坚韧不拔，养兰花的 10年时间里，我
学会了这种精神，这也是我最大的收
获。”永善县华垦农林技术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老总肖奇贵的“顾客说”：“顾客
需要什么，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生产
什么，规模不要太大，但一定要做到品
牌化、标准化、组织化。”云南为农农业
咨询有限公司法人汪义治的“难路说”：

“坦途走的人很多，易走但很拥挤，走着
走着就走不下去了。而坎坷的路走的
人很少，但前路空旷，能一直走下去。”
威信县双河乡半河村村委委员陶晓旭
的“变通说”：“我没有积攒到财富，但我
积累了人生阅历，知道怎么去理解一件
事，并找到正确的解决方法。”他们，大
都是在外打过工、摆过摊、开过店的回
乡创业者，多种职业经历的人生历程让
他们学会了坚忍也懂得了变通。

从这些充满智慧的金句中，我们不
受益都难。这样充满温暖的智慧金句，
在书中还有不少。这些智慧金句背后的
创业故事，更是一波三折，更是荡气回
肠。这些金句让我们即使在数九寒冬闭
门阅读，心里也是温暖如春、开心快乐。

“历史是昨天的新闻，新闻是明天
的历史。”总的来看，《现场》一书装帧设
计古朴大方，图文穿插相得益彰，用随
笔式的诗性语言，聚焦昭通乡村振兴，
穿点成线、连线成面，深度书写昭通新
时代山乡巨变，充分展现了当下深度新
闻作品该有的语言魅力和生命张力，是
当前了解昭通乡村振兴、打造新时代

“昭通印象”的不可多得的有态度、有深
度、有温度的鲜活教材，值得广大读者
细细品味。

《现场》——

深挖昭通乡村振兴实践典型案例的成功之道
通讯员 艾自由

现场·分享会。 毛利涛 摄

记者现场采访。 田朝艳 摄

记者现场采访。 兰 波 摄

记者现场采访。 汪 舒 摄

水富市两碗镇三角村安置点。 曾光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