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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大家踊跃赐稿！

湖北日报
内参线索征集

我省推出系列“硬核”举
措，优化市场环境、提升政务
服务、强化法治保障，全力打
造营商环境“高地”。营商环
境好不好，企业和群众最有
发言权。如果您身边有重招
商轻落地、破坏投资环境、

“新官不理旧事”等营商环境
问题线索，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党风政风类问题线索和
破坏生态环境等线索，请发
邮箱：hbrbnc@sina.com。

关注

一路同行，繁花似锦。合作近5年，打“飞的”
送实验样本、免费寄送种子参加区域测试、隔空
晒图线上交流，成为两校团队间的“新常态”。

作为杂交水稻优质的种质资源，红莲型杂
交水稻以其高产量、适应性广和耐高温的特性，
在国际合作、农业对外援助等领域表现出色，在
东南亚多个国家广为种植，为世界粮食安全贡
献了重要力量。正如朱仁山教授所言，让中国
杂交水稻的技术优势，更好地为“一带一路”粮
食安全服务。

记者余宽宏在马来西亚专访了该国新亚洲
战略研究中心理事长许庆琦，让本次新闻报道
更出彩。专访中，许庆琦说，解决温饱问题是最
重要的，他高度评价了“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

贡献。
穆罕默德·阿西法克回国前，报道组托他帮

个忙：当旁遮普大学试验田的红莲型杂交水稻
成熟时，拍摄视频或照片，提供给报道组。

10月12日，经过半个月的等待，报道组收到
了两段视频和数张照片。“你们能看到这些水稻
长得非常好……”在穆罕默德·阿西法克的介绍
中，《一粒希望之种的跨国旅行》娓娓道来——

随着《稻香》，一路奔跑。在《河西走廊之
梦》那苍劲悠远的笛声中，金色的稻浪历经九曲
十八弯，从千年华夏流淌而来，一路绵延起伏；
在定音鼓一声重过一声的敲击中，那采自珞珈
山上的“红莲”，翻过雪山，越过峡谷，在南亚次
大陆尽情绽放。

2023 年11月12日极目新闻微
信公众号《武大拍的电影，明天全国
上映》

2023 年 7 月 21 日极目新闻微
信公众号《刚刚！武汉大学首部自
制电影，全球首映》

湖北日报2023年7月22日6版
《武汉大学自制电影<朱英国>在汉
首映 光影里走来“水稻候鸟”“农田
院士”》

看了这部由武汉大学自导自演
的电影，太感动了。朱英国院士为
祖国、为人民奉献一切，为粮食安全
奋斗终生。朱英国院士的事迹和精
神值得我们铭记。 网友 gniq

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一个世界，
一个品种可以造福一个民族。

网友 芬

粮食是我们生存的基础，只有
基础稳固，才能谈发展。

读者 文福

就应该大力宣传像朱英国院士
这样为国为民奋斗终生的科学家。

网友 平子

这是我们应该追寻的耀眼明
星，这部电影值得去看。

网友 卡巴

为民造福，功在千秋，向功勋科
学家致敬！ 网友 逍遥游

从驼铃声声，到列车轰鸣，共建“一带一路”这
一重大倡议，走过10年。湖北日报10月16日头版
刊发综述《汇合作之力 聚创新之势 谋共享之福
奋进湖北融入“一带一路”开放新图景》，配发评论员
文章《让开放合作的康庄大道越走越宽广》，展示共
建“一带一路”的湖北力量、开放图景、奋进豪情。

紧跟新时代，聚焦大主题。共建“一带一路”
重大倡议，以中国方案求解全球发展难题，推动世
界各国携手同行康庄大道。10年来，湖北把这一
倡议从理念转为行动，从愿景变为现实。这样的
主题报道，紧跟新时代，引人关注。

亮出新成果，丝路变通途。记者用排比句开
篇，列举事实和数据，展示湖北融入“一带一路”
开放新图景所取得的成果。“这是一条互联互通

的路——一批又一批湖北工匠，在共建‘一带一
路’中擦亮‘湖北建造’品牌”“这是一条创新迸
发的路——一件又一件湖北制造，搭乘‘钢铁驼
队’，踏上‘空中丝路’，抵达五湖四海”“这更是
一条造福各国、惠及世界的路——一家又一家湖
北企业，在‘一带一路’上阔步前行、乘风破浪”，
读到这里，让人仿佛听到长江一泻千里、汹涌奔
腾的壮阔之声。

抒发真情感，富有感染力。作者一边讲事实，
一边发议论、抒真情。从此“山不再高，路不再长，
一条条友谊丝路活力满满”“飞天舞长空，丝路变
通途”“一条条古丝路上的新通途，将湖北与世界
各地深度链接”，诗意的语言，给人美的感受。

网友 辛华

抓住本质
反向思维找准选题

今年9月初，湖北省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召开。在此次大
会上，美丽湖北绿色发展有了更新的精神指引：不仅要坚定不
移推进高水平生态环境保护，还要把保护和发展统筹起来，学
习借鉴浙江“千万工程”的好经验、好做法，把保护、发展、富民
统筹起来，把生态效益更好转化为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如何探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实现方式？如何在新
闻报道中找出“折射阳光的那一滴水”？恰逢此时，记者长期跟
踪的武汉大学于丹教授发来消息，由武大师生治理多年的湖南
大通湖登上央视焦点访谈。此前，在湖北日报2023年4月推出
的重磅人物通讯《于湖深处守丹心》中提到，于丹师生将梁子湖
治理模式向全国诸多湖泊推广，其中就包括湖南的大通湖。

记者起初以为，这个题材仅仅是于丹团队“治水”的又一
经典案例；随着采访的深入，一个更加典型的主题显现眼前。

小小水草在治理大通湖的道路上屡建奇功，为大通湖的
渔民带来了生态养殖的新路子。当地在水草治湖的基础上，
还发展起了“水草+”生态养殖，让治湖与致富互相成就，反映
出了保护与发展的大主题。大通湖的治理之路，不正是我们
寻找的“折射阳光的那一滴水”吗？

湖北与湖南，梁子湖与大通湖，互学互鉴，其中引人深思、
耐人寻味之处，值得细细思索与品鉴。

详尽采访
抽丝剥茧展现全貌

在出发前，湖北日报全媒记者将湖南媒体对大通湖的报
道都找出来学习，对大通湖的治理轮廓有了一个基本的了
解。此次采访，也得到了湖南日报同仁的大力支持。在多方
帮助下，3天密集的采访高效顺畅。

当时临近中秋，大通湖的大闸蟹即将上市。湖北日报全
媒记者亲眼见证了大通湖起蟹的过程。划上一艘小水泥船到
水中央，村民袁征兵起蟹后，随手拎起一只张牙舞爪的大闸
蟹，个大、壳青、底白。“有四两六重！”袁征兵立即报出这只螃
蟹的重量。

在大通湖大闸蟹产业协会，大通
湖大闸蟹协会秘书长周长明细数几十
年来走南闯北积攒的“养蟹经”，用亲
身经历证明，有水草和没有水草的湖
泊中养出来的螃蟹，究竟有什么不
同。去年，大通湖中养出的最大螃蟹
足足有一斤重。这只螃蟹做成的标
本，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大通湖生态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记者看到了一个绚丽的“水草王国”，发
现了一个产值超千万的水草产业。

3天时间里，湖北日报全媒记者详
细采访了大通湖区副区长、大通湖区
湿地管理局局长、大通湖大闸蟹产业
协会、大通湖生态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武汉大学梁子湖生态研究站常驻大通
湖的师生，以及在大通湖发展生态养
殖的多位渔民。

从他们讲述的一个个片段中，我
们获取了丰富的素材：曾经的大通湖，
由于渔业公司进行掠夺性养殖和经
营，湖水一度沦为劣五类，引发全国关
注；大通湖的治理者艰难探索了各种
治理方式，水质却并没有如预期那样
好起来；2017年，生态环境部推荐武
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于丹教授具体施
策；不起眼的水草，“远征”大通湖，就
此展现奇功——不仅大通湖水质得到
了改善，而且当地还从治水中发现“水黄金”。三五年间，大通湖水草就卖到了全国，水
草产业产值突破千万元……

经过抽丝剥茧，一幅大通湖兼顾治理与致富的图景，就这样展现在我们眼前。

立意高远
辩证思维耐人寻味

从湖南返程后，湖北日报全媒记者迅速理出报道框架。系列报道共划分为三篇，每一
篇从标题到主题都充满了辩证法：第一篇《治湖与致富》（2023年10月8日1版），以精练的
语言，高度概括出大通湖在重塑生态系统中如何不忘百姓“饭碗”；第二篇《买草与卖草》
（2023年10月9日5版），展现当地在保护与发展中，实现了从买草治湖到卖草致富的逆转；
第三篇《“论斤卖”与“论只卖”》（2023年10月10日4版），展现当地生态的失与守、产业的进
与退。三篇系列报道接连在湖北日报重要版面刊发，引发湖北、湖南两地共同关注。

新湖南客户端全文转载了湖北日报系列报道《“梁子湖模式”花开湖南大通湖引出
的话题》，受到读者广泛关注和好评。“每一篇都有鲜活的实例，有过硬的数据和事实。”
湖南省生态环境厅水生态环境处负责人说，湖北日报这组系列报道有深度、有力度、有
看点，给人以“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的启示，是一份内容丰富、层次分明，具有指导
意义的报告，也是读者阅读选择的“刚需品”。

回望这组报道，湖北与湖南、梁子湖与大通湖、生态与发展、学习与反思，其立意高
远，不言自明，为本地经验异地“开花”的全媒报道蹚出了一条新路。

幕后

珞红盈盈满丝路 稻香幽幽淌千年
——湖北日报全媒报道《一粒希望之种的跨国旅行》诞生记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刘柳

杂交水稻，中国农业技术“走

出去”的一张亮丽名片。共建“一

带一路”倡议提出 10 年来，中国

将农业智慧同世界共享，包括杂

交水稻在内的 1500 多项农业技

术，已成功示范并推广到多个国

家。

10月，湖北日报推出全媒报

道《一粒希望之种的跨国旅行》，

聚焦武汉大学同巴基斯坦旁遮普

大学的跨国合作攻关，讲述“一带

一路”共建国家共享科技成果的

故事。

大暑时节 播下一粒“种子”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全媒报道《一粒
希望之种的跨国旅行》，却要从大暑时节说起。

2023年8月初，水稻进入拔节孕穗期，“高
质量发展调研行”采访团来到罗田县河铺镇。
在制种田边，湖北日报全媒记者余宽宏看到，来
自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朱仁山教授与旁遮
普大学副教授穆罕默德·阿西法克一行，正在探
讨红莲型杂交水稻的联合研究。

红莲型杂交水稻，是武汉大学原创科技成
果。1972年，武汉大学朱英国院士和科研人
员用“红芒”野生稻作母本，与父本“莲塘早”杂
交后，获得了“红莲型”。“红莲型”和袁隆平院

士团队培育的“野败型”以及日本的“包台型”，
被国际公认为杂交水稻的三大细胞质雄性不
育类型。

2019年，武汉大学同旁遮普大学共同成立
中巴红莲型杂交水稻联合研究中心，两校科研
团队围绕红莲型杂交水稻育种及种植技术，展
开多项研究。

2023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
年，记者余宽宏一直在寻找相关报道选题。盛
夏时节，一粒“种子”被悄然种下：中巴红莲型杂
交水稻联合研究中心是中国将农业智慧同世界
共享，践行“一带一路”倡议的生动实践。

两千多片鲜叶 标记拔节生长的声音

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记者余宽宏一
边跟随采访团完成“高质量发展调研行”后续采
访，一边紧锣密鼓地跟进选题，同报道团队商量

“希望之种”的报道形式。为做好多层次、立体
化的全媒报道，团队决定，在图文报道的基础
上，制作视频专题。

视频报道注重临场感，客观真实的细节记录
方可触发观者的情感，引发观者的共鸣。水稻生
长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从哪个环节开始拍摄，选择
何种场景采访，是否要协调旁遮普大学科研人员
提供资料视频或图片，怎样反映“跨国”合作这一主
题……每一个问题，报道组都进行了反复商讨。

报道组同朱仁山教授团队沟通后得知，河铺
镇的红莲型杂交水稻制种田将在9月开展测产工
作，届时，穆罕默德·阿西法克将从巴基斯坦飞往
中国观摩测产。摄制组决定，采用跟拍的形式，

用镜头记录下当天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
9月19日，在收割机的轰鸣声中，报道组的

拍摄机器也开机运行，拍下朱仁山教授和穆罕默
德·阿西法克副教授在现场忙碌的身影。镜头
里，望着1200亩集中连片的红莲型杂交水稻制
种田，穆罕默德·阿西法克介绍，他在旁遮普大学
试验田里种植了红莲型杂交水稻育种材料。

出发前，穆罕默德·阿西法克和学生们从试
验田里收集了两千多片新鲜的叶片样本，由他
随身携带，送到武汉大学。9月22日，在武汉大
学，报道组见到了生命科学学院副研究员吴贤
婷老师。吴老师正指导学生提取叶片DNA。报
道组的镜头跟着吴贤婷和穆罕默德·阿西法克，
从实验室到武汉大学试验田，一路交流，一路拍
摄，话题既有合作伊始的趣事，也有当下实验进
展的成果及难点，更有对项目未来的憧憬。

半个月等待 收获金色的稻浪

互动

农田院士
光影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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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8月，大通湖治理经验登上央视焦点访谈。
2017年，武汉大学于丹教授团队将梁子湖治理经验

带到大通湖，在当地各界的共同努力下，曾经的“水下荒
漠”变成了“水下森林”，水质逐渐好转。在治湖的同时，
大通湖也通过“水草+”的方式找到了新的致富之路。

“梁子湖模式”为何能花开大通湖？背后有怎样的
故事？对湖泊治理有什么启示？9月中旬，湖北日报全
媒记者前往湖南大通湖一探究竟。

万里拓丝路 飞天舞长空评报

微评 钢铁驼队 驰骋不息

2023年10月13日极目新闻微信公众号《一路
飞驰，鄂产汽车演绎新“西游记”》

2023年10月9日极目新闻微信公众号《这个
不足2万人的小城里，藏着一个亚洲之最》

纵横十余条街道，总人口不到2万，却是一座
名声在外的“风口之城”。好想去看看这座小城。

读者 张砚砚

中欧班列风驰电掣，钢铁骆驼脚步不停。
网友 理解万岁

中欧班列，丝绸之路。钢铁驼队，传递友谊。
互惠互利，共谋发展。 网友 老鹰

在国外看到过哈弗、力帆、东风，希望越来越
多的中国品牌走出国门。 读者 易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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