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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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6月1日极目新闻微信公众号《AI时光机，让你秒
回童年》

夏天是最富有激情的季节，六月是最具童年气息的月
份。童年是一生的记忆，更是一辈子的财富。六月的天空，雨
是少不了的。雨是一种诗意，也是一种回忆，最忆是童年。没
有哪段时光，恰似童年那般无忧无虑。记住六月，不忘童年，
无论走过多少路，经过多少事，愿归来仍是一颗未泯的童心。

网友 黄文毅

2024年5月31日极目新闻微信公众号《522路末班车，开
往金榜题名！》：武汉市522线路公交车司机朱翔，精心布置了

“高考励志”主题车厢。

真是位温暖有爱的司机大哥啊。 网友 三表姐

这是朱师傅的大爱，也是公交行业的大爱。 读者 老蒋

这是我小时候经常坐的那路车耶，司机和线长都太棒
了。 网友 星糖

多好的司机师傅，人人都献出一点爱，这样的人间真情令
人向往，这样的励志景象给学子以力量。 网友 不甘寂寞

朱师傅还专门建了个群，方便末班车的学生和家长，好贴
心。 网友 冉冉花开

好有爱心，这一举一动温暖了孩子们，也温暖了读者。
网友 刘姥姥

深夜公交 梦想启航

雨中诗意 最忆童年

互动

读图

青出于其染 竹拔乎其萃

关注

观察+记录

日常生活构建创作“灵感库”

潜山脚下，形似弯月的淦河水穿城而过，这便是月亮湾。

它曾是咸宁市民休闲娱乐的首选之地，也是城区的“颜值担

当”，在城市化进程中，却逐渐出现老旧街区的“顽疾”：基建残

破、停车难、乱搭乱建等。

去年春天，月亮湾街区启动改造。完工一年后，湖北日报

全媒记者再次实地踏访，用图、文、视频三合一的全媒体报道

记录下月亮湾之变、月亮湾之美。

一条短视频如何走进联合国人居
署，助力咸宁夺得国际大奖？这条与县
融合作的短视频是如何拍摄的，又为城
市建设带来了什么？

短视频《一条儿童友好的上学路是
怎样建成的？》拍摄于去年6月，由湖北
日报与咸安区融媒体中心合作完成，获
得意想不到的传播效果。一年间，一条
儿童友好的上学路，在咸宁裂变成十余
条；一年多来，视频专栏《Hi咸宁》在湖
北日报客户端、微博、视频号、头条号等
多个线上平台更新近20期，其中，一半
以上的视频是与县融合作完成。

全媒报道咸宁儿童友好项目

我们两次全媒报道咸宁儿童友好项
目。第一次是去年6月，咸宁七小“儿童
友好上学路”建成之时；第二次是去年
12月，咸宁获得第六届广州国际城市创
新奖之际。

去年5月下旬，确定好报道选题，我
们分头联系采访、拍摄。

6月9日，通讯《小学生参与改造设
计，我的校园我做主——咸宁共同缔造
儿童友好学校》（湖北日报2023年6月9
日11版）见报，时长6分42秒的短视频
《一条儿童友好的上学路是怎样建成
的？》同步推出，全媒体融合报道咸宁通
过引入共同缔造、环保低碳等理念，让小
学生参与设计，让学校门口的上学路变
得“安全而又有趣”。

6月15日，短视频被翻译成英文，
在联合国人居署总部播放、推广。

10月25日，联合国人居署区域间
事务顾问戴菲德·奥布里一行专程来到
咸宁，现场观摩咸宁七小儿童友好项目。

12月 7日，咸宁凭借儿童友好项
目，与韩国光州、希腊哈兰德里、哥伦比
亚波哥大等城市一起，摘得第六届广州
国际城市创新奖，并高票获得网络人气
城市奖。

这是咸宁的高光时刻，咸宁市委副书
记、市长杨军赴广州领奖。颁奖典礼现场
播放的项目宣传片中，所用素材大部分来
自此前短视频。我们作为特派记者奔赴
广州，现场见证，全媒报道：报纸刊发消
息、通讯、深度报道等；视频专栏同步推出
短视频《“广州奖”，我们来啦！》。短视频
轻松活泼，生动有趣，在咸宁引爆转发、宣
传热潮，播放量、点赞量、转发量在视频专
栏《Hi咸宁》中排第一位。

与县融合作拍摄短视频

与县融合作，是共建共享湖北日报
客户端下沉频道的务实之举。通过合作
拍摄短视频，吸引县融参与，实现实体链
接。通过合作交流、业务碰撞，让县融更
加积极主动参与频道共建。

短视频《一条儿童友好的上学路是怎
样建成的？》由湖北日报咸宁分社与咸安
区融媒体中心合作完成。湖北日报全媒
记者负责整体统筹、策划，对拍摄环节进
行把控；咸安区融媒体中心记者负责协助
摄像，参与作品创意讨论，提供相关素材。

该视频采取倒叙方式，从孩子们共建
共享花园，追溯到爱心上学路的由来；业
主方、设计方、学生等多方讲述，共同还原
出一段温暖的小故事。短视频大量使用
现场抓拍，捕捉人物自然、生动的状态。

短视频播发后，获得各方认可，很多
人感叹：“原来视频可以这样拍！”项目设

计团队负责人、广州市市政工程设计研
究总院副总工程师段小梅赴联合国人居
署作项目汇报，特意带去这段视频，将字
幕改成英文。片中，孩子们充满童真的
讲述，让联合国人居署的官员们动容了。

两个细节让人过目难忘：一个小女孩
说海鸥很自由，象征童年的无忧无虑，希
望上学路上有大海元素，工作人员为她画
出海景；另一个男孩说，希望和梅西一起
踢足球，设计师当即表态，“梅西我们请不
来，但设计出孩子们的运动场地，我们可
以做到。”视频中呈现的这些镜头，大多来
自现场抓拍，十分鲜活、有趣。

让优质短视频“唱主角”

去年“六一”，我们在咸宁七小门口
踏访“儿童友好上学路”。

该儿童友好项目实施后，实现人车
分流，学生步行上学比例大幅增加，接送
学生的机动车大幅减少。在此基础上，
咸宁总结出儿童创意、部门协作、公众参
与、再生利用、共同缔造的模式，用于解
决学校周边交通安全问题。

一年过去了，该模式复制推广到咸
宁市第二实验小学、咸宁市第三小学、咸
宁市第五小学、咸宁实验外国语学校、咸
安区外国语实验小学等十余所学校，将
在全市20个学校复制推广，超过3万名
学生受益。

一年过去了，视频专栏《Hi咸宁》在
湖北日报客户端、微博、视频号、头条号
等多个线上平台更新近20期，其中，一
半以上由湖北日报与县融合作完成。已
播发的短视频大多全程抓拍，拒绝摆拍，
人物表情真切自然；叙事流畅，结构清
晰，相对完整地讲一个故事；节奏较快，
信息量大，真情实感渗透其中，有趣又治
愈……

移动互联网时代，快餐式产品盛
行。不少人认为，短视频提供浅层的、碎
片化的视觉信息即可，有了高流量，哪怕
是猎奇、搞怪、揭丑等“出格”的内容也能
容忍。然而，浅层的、碎片化的视觉信
息，终有“审美疲劳”的时候。

短视频为咸宁斩获广州国际城市创
新奖作出媒体贡献，给了我们启发：省级
党报拥抱短视频，必须树立品牌意识，让
优质短视频“唱主角”，既要流量，也要质
量，还要聚人心。视频专栏《Hi咸宁》，
正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短视频的力量
湖北日报融合报道“咸宁

儿童友好项目”的裂变效应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汪洋

在“走街串巷”中寻觅人间烟火气
——湖北日报全媒报道“咸宁月亮湾街区改造”创作纪实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王楚

视频截图

与基层县融的合作与共建，一直
是湖北日报持续实践的课题。

在湖北日报客户端县市区频道共
建的过程中，我们总结出不少经验——
厘清县融的优势、分社的优势，互相补
充，扩大合作报道的影响力。事实证
明，合作互补一直是相当有效的做法。

自去年4月份启动《Hi咸宁》短
视频专栏以来，我们已经与咸宁的6
个县市区频道展开了多次合作，发掘
出一大批优质的视频通讯员。

去年6月，我们与咸安区融媒体中
心合作视频报道《一条儿童友好的上
学路是怎样建成的？》，聚焦咸宁市儿

童友好项目，详细讲述如何通过引入
共同缔造、环保低碳等理念，让小学生
参与设计，让咸宁市第七小学门口的
上学路变得“安全而又有趣”。该视频
在联合国人居署总部播放后，引起联
合国人居署关注，并最终助力咸宁市
获得广州国际城市创新奖，成为湖北
日报与县融合作共建的一段“佳话”。

于是，在筹备本次“月亮湾街区改
造”全媒报道时，咸宁分社再次邀请咸
安区融媒体中心参与报道，共同完成
短视频制作。区融媒体中心派出摄
像，协助湖北日报全媒记者完成部分
镜头拍摄，并参与创作讨论。最终，在
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再一次的合作依
然带来不少惊喜——“月亮湾街区改
造”全媒报道获得不少市民点赞，并吸
引了众多网友对这片老街的关注。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探索、实践县
融共建的新路径、新思路，持续扩展视
频通讯员队伍，让合作的队伍更强、力
量更大，为基层县融的媒体融合转型
贡献应有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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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截图

提到月亮湾，咸宁市民首先会想
到什么？

是成片苍翠的林木、是波光粼粼
的河流、是温暖滋润的温泉水、是载满
旧时光的人间烟火气。

在确立选题之前，记者曾多次在

月亮湾遛弯儿，并用手机定格下多个
极具生活气息的场景——提着水桶的
市民，舀几瓢温泉水，坐在休闲长椅上
泡脚；结束忙碌工作的上班族，买上几
块冰镇西瓜，和好友在林间漫步；一家
三口沿河边散步，小朋友追逐着彩色
灯光，笑声回荡在夜空……月亮湾是
温柔而接地气的，咸宁人民在这里度
过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光。

在多个社交平台上，搜索以“咸
宁月亮湾”为关键词的帖子，能看到
不少市民及游客的晒图、评论：“月亮
湾是湖北的‘绿野仙踪’”“陪伴咸宁
人成长的月亮湾翻新啦”“月亮湾变
身网红街”等等。甚至有不少商户，
在月亮湾街区改造的过程中，用手机
记录下街区变化，化身“月亮湾宣传
员”。

这些在日常生活中的观察与记
录，成为了报道最初的灵感来源：月亮
湾改造不是机械、简单的城市街区提
档升级工程，而是饱含市民期盼和参
与的“老街回归”。

于是，在构思文字稿件时，记者没
有选择单一的工程项目踏访视角，而
是扩宽报道边界，以“月亮湾如何‘照
亮’小城”作为中心议题，讲述老街与
小城、与市民的共生共长。

倾听+重组

琐碎故事展现全新生命力

要想做好精彩的全媒报道，首要
法则便是尽可能采访到多种类型的人
群，从不同的层面来展开故事。

此次“月亮湾街区改造”全媒报
道，文、图、视频同时进行，一次采集，
多次分发，俗称“一鱼多吃”。

记者选择了与改造工程有关的多
方人群进行采访——

40年前在月亮湾种下小树苗的
退休园林工，述说了自己与树木的牵
绊与缘分；

每天定时来月亮湾泡脚、消闲的
附近居民，分享了月亮湾的资深玩法；

开了十来年饭馆的小商户，讲述
了街区改造中商户们从团结一致“抗
议”到团结一致共建的改变；

绘制出可爱树洞画的画师小姐
姐，讲述着自己的创作初心与理念；

改造项目负责人，回忆着那段加

班加点抢工期的时光……
虽然看似互不相关，但每个人都

参与了月亮湾的“回归”，每个人都成
为月亮湾故事的一部分。

于是，在短视频制作的过程中，记
者选取了月亮湾一天中最黄金的时间
段——晚上6点半至9点半来拍摄；
后期编辑时，以一小时作为时间转换
节点，用“松弛”“热闹”“改造”“友谊”
四个关键词概括提炼，让不同的人群
有了共同亮相的机会，最终用视频讲
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

在采访拍摄中做加法，在后期制
作中做减法，视频才能在内容丰富的
同时，兼具“节奏感”。报道发出后，不
少网友反馈，虽然短视频时长近6分
钟，但在观看过程中并不觉得赘余，故
事节奏很快，每个出镜的人物都有自
身的特点与魅力。

分工+合作

县融共建探索丰富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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