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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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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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节日几乎都离不开
美食。湖北日报副刊“万千气象”
版推出的报道《“品一品”一馔千
年的荆楚味道》（2024年2月26日
11版），聚焦楚地饮食文化的历史
渊源，成为《春满荆楚 龙行龘龘
——藏在博物馆里的“龙”》（2024
年2月13日4版）的姊妹篇。

其实，早在2023年3月，记者
因其他选题采访著名楚学专家刘
玉堂时，就听他聊及屈原《楚辞·
招魂》里有大量对楚人珍馐美味
的描述。刘玉堂称，这是最早且
完整的楚国“宫廷食谱”。

原来，屈原除了是爱国诗人，

还能与美食扯上关系。记者当即
来了兴趣，就此向专家深入请教，
但报道却一直未推出，因为记者
在等一个最佳发稿时机，感觉新
春佳节无疑是最合适的。

历史记忆，是否在留存至今
的文物瑰宝中有所体现？是否影
响了今天的荆楚味道？记者查阅
了许多饮食文化类书籍，并搜寻
了湖北省博物馆、荆州博物馆、随
州市博物馆等馆的精品文物，发
现楚地饮食的“饭”“膳”“馐”

“饮”，在文物中有充分体现。如：
楚地出土了大量保存完好的战国
腌制鱼、干鳊鱼、板栗、菱角、花椒

等，更有大量盛饭、肉、饮料甚至
酱料的精美器物。

这篇报道除了呈现文物之
美，还采访非遗专家、民俗专家、
考古学家，结合历史典故、考古材
料，讲述传承 2300 多年的一道

“硬菜”——清炖甲鱼的前世今
生，及楚地“无鱼不成席”“过年食
鱼”等民俗、年俗的历史渊源，进
而由专家总结出楚地饮食的鲜明
特色。

值得一提的是，这两篇报道
经主编精心编辑、版编反复优化，
最终将精美文物以厚重大气的方
式呈现给读者，让人眼前一亮。

来自上古的龙 源于楚辞的馔
——从“万千气象”姊妹篇看传统佳节让馆藏文物“活起来”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海冰

2月24日，元宵节，湖北日报全媒记者兵
分五路，登上“K”字头列车，随机采访外出打工
的湖北老乡，共话新年新期待。

跟车随机采访，记者们有不易，有惊喜，更
有在列车上收获的来自老百姓朴素期待带来的
感动（湖北日报2024年2月26日6版《春运时
光 返岗专列话期待》）。

近12个小时 辗转三地 跟车两趟
来之不易的采访对象是本报忠实读者

记者怎么也不会想到，在一趟300多人的
列车上，居然找不到一位合适的采访对象。当
天，记者上演了一出“人在囧途”，采访过程一波
三折。

记者原计划搭乘10时41分从武昌开往广
州东的K4107次列车跟车采访。谁料，记者上
车后发现，这趟核载1400多人的列车上只有近
300位乘客，其中200多位在经停站咸宁、赤壁
下车，不到30位乘客前往广州。列车长解释
说，因冰雪天气持续，再加上是元宵节，出远门
的乘客偏少。

更让记者没想到的是，挨个询问前往广州的乘客，却没有一位愿意
接受采访，一谈到拍摄视频更是连连拒绝。

眼看着列车即将抵达咸宁站，采访还没着落，记者不免有点心急。
要不在咸宁站下车，看看候车厅有无去外省务工的乘客？此时已近中午
12时，记者从咸宁站获悉，下趟出发的列车要等到下午5时多，现在候车
厅几乎没什么人；且今天客流量偏少，不一定能找到合适的采访对象。

因此，记者决定回到武昌站重新跟趟列车。从咸宁站赶到咸宁北
站，买了一趟最近的高铁返回武汉站，又搭乘地铁前往武昌，下午2点
左右，记者又回到了武昌站。

此时的武昌站，候车客流明显比上午多。在候车厅，记者先后与近
20位乘客进行交流，询问能否接受采访。愿意与记者拉家常的不少，
但一谈到“出镜说几句”，都委婉拒绝。

功夫不负有心人。近3个小时后，记者在人群中看到了一位戴着
红围巾的师傅——王先刚，他将搭乘18时9分出发的K1125次列车前
往嘉兴返岗。简单聊了几句后，他欣然接受采访。

采访过程中，王先刚谈吐清晰，言语中充满着对生活的热情。更让
记者惊喜的是，他年轻时是湖北日报的忠实读者，曾给湖北日报副刊投
稿并被采用。“1988年12月刊登的第一篇，也是唯一一篇，当天的报纸
我到现在还收藏着呢。”谈起往事，王先刚记忆犹新。

最终，稿件成稿800字，再加一分多钟的短视频。稿件不长，视频
很短，可这背后，却是近12个小时、辗转三地的奔波，与几十位陌生人
的“破冰”尝试。

随机采访不易，但一波三折中又能收获别样惊喜，这应该也是记者
们愿意“永远在路上”的理由之一。

跨越千里 几百字文字 几十秒视频
朴素无华的专题策划呈现信念与梦想

春运大潮中的外出务工者，是“流动中国”最生动的注脚，也是春运
新闻策划中老生常谈的主题。

在“和谐号”“复兴号”已公交化开行的当下，“K”字头列车“快”的
含义荡然无存，但仍有众多的外出打工者出于高性价比选择搭乘。作
为媒体，大多数时候，我们的目光主要聚焦在追寻时代发展的速度；这
次，我们决定慢下来，去追寻老百姓的朴素期待。

参与这次采访的记者们纷纷表示，在采访过程中，这群跨越千里、
流动在城乡之间的打工者，他们的期待朴素又直接——

“去年挣了10多万，今年想挣到20万。”
“希望全家有钱赚，荷包鼓起来。”
“希望儿子早点找到女朋友，回老家结婚，安定下来。”
“我不可能一直打工，未来期望多攒点钱，能自己干。”
“有活干，有钱挣。”
在这些朴素期待背后，记者们更感受到他们对生活的美好期许与

坚定信念——
69岁的胡士清说，年纪大了还有手艺，就不能闲着。
60岁的王先刚说，不管有多难，都要迎难而上；不管多少岁，都要

有梦想。
19岁的肖剑说，他还很年轻，不愁找不到工作。
几百字的文字，几十秒的视频，记录下的是普通务工者一个又一个

朴素的期待，这也正是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安康的生动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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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牵手年俗走进当下生活
选题酝酿近一年

2024年2月13日4版

精挑细选出十条有颜值有内涵的龙
全省征集“龙龘龘”

龙是中华文化的象征，承载
了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丰富的文化
内涵。龙年春节，湖北日报全媒
记者延续自牛年开始以生肖文物
拜年的策划，聚焦藏在湖北各地
博物馆里的“龙”。

考虑到龙元素文物较为常
见，湖北很多博物馆都藏有“龙文
物”，为尽可能充分展现荆楚“龙
文物”的风采，1月13日，记者就
在全省博物馆通联微信群发布

“遇见龙龘龘征集启示”，希望各
馆从馆藏一级、二级文物中推荐
精美“龙文物”。最终，来自省市
县三级的十多家博物馆，推荐了
50多件“龙文物”。

如何从中遴选出有颜值、有
内涵的“龙”，供报纸版面及新媒

体产品采用？如何将这些龙串珠
成线，呈现一篇可读性强的文章？

记者首先摒弃了罗列文物
简介的做法，希望能挖掘得深入
一些。但龙文化内涵实在太丰
富，如何取舍，颇费思量。记者
做了大量功课，了解到不同专家
从不同视角进行的解读：如龙与
猪、蛇、鱼、鳄鱼等动物的关系；
龙文化起源与传承发展；龙年俗
为何深入人心；龙图腾的演变及
中华民族何以自称“龙的传人”
等。

作为省级党媒，记者更希望
报道能凸显荆楚文物亮点、彰显
荆楚文化魅力。在请教了高校、
省博的多位专家学者后，记者梳
理出这样的脉络：史前龙文化版

图中石家河玉龙占一席之地、盘
龙城遗址商代龙形器与华夏龙图
腾“最正统的根源”一脉相承、战
国大量精品文物表明楚地尊龙崇
凤同时存在、明代藩王墓出土的

“龙文物”富丽堂皇。
依着这一思路，以历史为线，

稿件结合馆藏精品文物，对荆楚
大地龙文化进行纵向梳理，并兼
顾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材质及不
同级别的博物馆，精选出了10件
颜值高、内涵丰富的“龙文物”，呈
现在报纸版面上。

《春满荆楚 龙行龘龘——藏
在博物馆里的“龙”》（2024年2月
13日4版）于大年初四刊发，有读
者点赞称，“梳理全面，涨知识
了”。

2024年2月26日11版

甲辰龙年，湖北文博系统广泛组织开展“在博物馆里过大年”活动。正月初一到初

八，全省博物馆接待观众约234万人次，同比翻番。到博物馆里欢度春节、闹元宵，已成

为新年俗。

今年春节期间，湖北日报副刊“万千气象”版策划推出了姊妹篇图文报道——《春满

荆楚 龙行龘龘——藏在博物馆里的“龙”》（2024年2月13日4版）、《最早“宫廷食谱”出

自屈原，曾侯家的年年有“鱼”重达八公斤——“品一品”一馔千年的荆楚味道》（2024年

2月26日11版）。两篇报道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活起来”，让荆楚文物与新春佳

节交相辉映，赢得读者点赞。

春节期间，湖北日报全媒记者顶风
雪，冒严寒，走基层，察民情，采写出有年
味、有温度的新闻。

一年一度春节，远方游子还乡。节
后驱车返回工作岗位，车厢里装的什
么？2024年 2月 22日 8版“新春走基
层”《后备箱里的“热辣滚烫”》，选取了6
个人物，讲述了6个故事。

腊肉、腊鱼、香肠、糍粑、土鸡蛋、鲜
蔬……《装不下了，真装不下了》，报道用
在武汉的汉川籍淘宝店主王雄威的话作
标题。“每次回家过年，爸妈都特别开心，

走的时候更能感觉到父母的不舍”，浓浓
年味在其中，真情实感在其中。

车厢里装满的岂止是年货？《带上车，
就像把父母的爱带了回来》，襄阳小哥叶
智玮感慨。带回的不只是父母情、年货
味，还有民俗风、文化味。叶智玮介绍，襄
阳古城有“龙行大运”文艺表演、民俗演艺
等；从早上开始，就有舞龙、皮影戏、相声
和京剧等轮番上演，真是赏心悦目。

还有什么味？《桂子山下遇见美好》，
仙桃籍芯片专家郭迪表示，“今年过年回
家，感觉家乡更有科技味了。”他介绍，从

仙桃东下高速公路，沔州大道两侧遍布着
企业大楼与工业园区，曾经的鱼米之乡拥
有了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现代产业……

在武汉工作的数据安全专家彭修
杰，来自江西赣州。《甜甜的橙子 炽热的
爱》，彭修杰将家乡的橙子与团队成员分
享，为工程师们送去甜滋滋的赣南美味，
与大家共同展望新的一年。

五峰妹子秦和丽，《用山货腊味温暖
三餐四季》。她的家乡五峰是“天然氧
吧”，有丰富的茶叶、中药材、蔬菜和生物
资源，有后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地

质公园等生态品牌。
《家门口享受“诗和远方”》，是十堰

姑娘吴雯丽的心声。“小河十八弯，有窄
又有宽，家乡的百二河，生态环境也越来
越美了。”春节期间，一直向往“冰雪大
世界”的吴雯丽，如愿到武当山国际滑雪
场，“滑了整整一天，特别开心”。

后备箱的年货，像一个个魔盒。开
启魔盒，看家乡的变化、家园的美好、工
作的成绩、产业的发展、生活的幸福、梦
想的实现，感受满满的爱。

网友 八棵杨云松

评报 开启魔盒感受爱

读图

2024年2月6日4版“视点”《当冰
雪袭来时》，7幅图片定格时空，冰冻雨
雪中，荆楚各地、各部门的应对行动跃然
纸上。

值得一提的是，这7幅图片以冰雪为
背景，主色调大多为白色，但都点缀了丰富
的色彩。红、橙、黄、绿……这些色彩来自
交警、环卫、交通、电力、园林、航空，来自清
雪除枝、除冰作业、送餐送水、交通疏导、事
故救援。

压题的大幅图片，整个画面大雪纷
飞，让人联想到“千树万树梨花开”。图
片中，白色的大桥、红色的灯笼、黄色的
铲车、闪烁的车灯，在大雪中朦朦胧胧，
令人印象深刻。

老河口市 任普

红橙黄绿 梨花点点 踏破冰封 采撷热辣
春节长假后，湖北日报全媒记者又踏冰冒

雪，分赴一线，采撷冰雪中直抵人心的汩汩暖流。
从时间跨度看，连续数日，直至雪停路

通，恢复正常；从地域分布看，足迹踏遍荆楚
大地的机场、公路、铁路、社区、工地、医院、救
助机构等；从涉及到的部门和人员看，除了公
安、交警、交通等部门，还有鏖冰战雪守桥人、
安全保畅地铁人、科技除雪操控人、高铁供电
运检人、应急作业除冰人，以及闻雪而动的志
愿者，社区、物业人员，还有邻居、朋友，甚至
是素昧平生的人们。

正是这些冒着冰雪踏着冰封采写的现场报
道、播报的即时画面，让广大读者见识到雨、雨
夹雪、冻雨、冰粒、雪、霰、冰雹等降水形态，更感
受到合力抗击冰雪灾害的强大力量，特别是那
些融冰化雪的热辣滚烫的故事，彰显出我们团
结一心、众志成城的精神品质。 网友 裘进2024年2月6日4版 2024年2月23日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