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2024.7.30 星期二
主编：王云 版式：万璇

专刊

融媒
（第146期）

E-mail：
hbrbdzyd@sina.com

湖北日报通讯员邮箱：
hbrbtxyyd@sina.cn
欢迎大家踊跃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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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日报内参线索征集

关注

7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几内亚比绍共和国总统时，谈到几内亚比绍国歌的曲作者晓河。7月

12日，湖北日报头版头条刊发稿件《总书记点名的这位音乐家还创作了地大校歌》，对晓河的故事进行了

独家深度报道。

该报道挖掘了已故知名作曲家晓河为几内亚比绍国歌作曲的经历，为中国地质大学写校歌的故事等，

展示了晓河的传奇人生，以及当中的湖北元素、我省与几内亚比绍的友谊等。

稿件发出后，澎湃新闻、新浪网、凤凰网、中国矿业报、齐鲁晚报网等多家媒体转发；读者、网友纷纷点

赞，认为稿件从总书记的讲话中发现独家新闻，以最短时间挖掘出精彩故事。

评报

6月16日1版《凌晨直击潜江小龙虾“飞”赴沈阳》、6月17日
1版《鄂州活鱼“蹦”进北京市民家》，两篇报道篇幅精短，内容充
实，都与花湖国际机场相关。

从标题看，潜江小龙虾“飞”赴沈阳，鄂州活鱼“蹦”进北京市
民家，一“飞”一“蹦”，形象生动，一下子就抓住了读者，让人按捺
不住一探究竟，一口气读完。

从内容看，两则消息，前者点明小龙虾航空货运线的开通，是
省属国有企业推进农业产业链、供应链建设的关键之举；后者报
道武昌鱼“活鱼到家”北京站正式启动，标志着武昌鱼产业迈入了
新的发展阶段。从小龙虾到活鱼，二者的交集是花湖国际机场。
从产地到餐桌，“航空+农业”让小龙虾、武昌鱼等鲜活农产品跨千
里半日达。

通过报道，读者深刻感受到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的变
化，便捷的交通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湖北好物多，
美名扬天下。潜江小龙虾、鄂州武昌鱼是湖北著名水产品。如
今，小龙虾、武昌鱼坐上鄂州花湖国际机场飞机，远销沈阳、北京
等地，全程冷链，鲜活到家，服务当地市民，更扩大了产品美誉
度。今后，湖北的螃蟹、黄鳝、藕带等鲜活农产品，也将通过花湖
国际机场飞向全国人民的餐桌。农产品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这正是中国式现代化湖北实践篇章中乡村振兴、欣欣向荣的
美好景象。

武穴市发改局 程俊煌

从几内亚比绍共和国国歌《这是我们最爱的
国家》，到中国地质大学校歌《勘探队之歌》，两首
歌的曲作者都是中国作曲家晓河。晓河的故事，
引出中国和几内亚比绍两国交往史上的一段佳
话。

湖北日报7月12日头版头条《几内亚比绍国
歌原来是中国人谱曲 总书记点名的这位音乐家还
创作了地大校歌》，通过专访晓河的后人、歌曲的传
唱者等，为广大读者还原了这段历史佳话，让大家
了解其背后的故事；7月12日4版评论《以心相交，
不以山海为远》，更点明其意义——“品多元文化之
美，谋交流互鉴之道，这是人间正道，也是阳光大
道”。

“是那天上的星，为我们点燃了明灯。是那林
中的鸟，向我们报告了黎明。”这是晓河作曲的《勘
探队之歌》。歌中所唱，正如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原校长张锦高的回忆，“我们跨过河流、穿过山谷，
夜里走路靠月亮和星星。”几十年来，这首歌激励着
无数地质学子与地质人。

报道并未停留在对两首歌的讲述，而是在更广
阔的历史背景下，呈现跨越山海和时空的友谊。近
40年来，湖北省援建的几内亚比绍农业合作项目
极大地提升了当地农业发展水平，解决了该国粮食
安全问题，得到世界粮食计划署充分肯定；今年，中
铁十一局承建的几内亚比绍机场项目正式开工，项
目完成后，将提升该国的国际交流能力。

“以文化人，更能凝结心灵；以艺通心，更易沟
通世界。”正如评论《以心相交，不以山海为远》所
言：“我们看到一位音乐家艺术修炼的经历、艺术视
野的广度、艺术作品的丰赡，也看到文化艺术中流
淌的情感脉动、价值情怀、深沉力量。”

武汉市晒湖中学 王向荣

当晚9点，所有信息汇总，提炼成稿是第三个
需要突破的难题。如何将不同时空的人和故事串
联，如何将一位作曲家、两首歌与湖北巧妙关联，如
何取舍繁杂的信息？

记者以晓河后人转发总书记谈国歌曲作者的
新闻为由头，从几内亚比绍籍足球外援与湖北的关
系展开，引出这段跨越时空的“山海情”。

在主题呈现上，按照编辑部定的方向，记者站
在两国友谊的高度，以两首歌的曲作者晓河的故事
为主线，串联起采访到的各位相关人员与这两首歌
的故事，展示了与湖北的关联，阐释了这两首歌如
何见证两个国家跨越时空的友谊。

而湖北与几内亚比绍的文化经贸交流作为背
景补充，不仅展示了友谊的延续和迭代，也体现了

地域性，更具贴近性。
同时，记者以社会化视角，站在读者的角度，以

丰富的内容，见人见事，展示了背后的种种细节，在
满足读者好奇心的同时，也将稿件变得更加丰满与
立体，更具可读性。标题制作注重写实，突出了新
闻本身的亮点，抓人眼球。

全媒体时代，全媒体传播必不可少。融媒体中
心制作了视频，让读者能听到、看到这两首歌，并将
稿件精编成适合微信发布的图文、视频报道。除了
表现形式多样，报道也在纸媒、客户端以及微信、微
博等第三方平台发布。

“中国不仅帮助了几内亚比绍，而且帮助了整
个非洲大陆。”全方位、多手段的全媒体传播，让更
多人看到了这个跨越时空的故事。

三个突破打造独家新闻

探究中非佳话背后的故事
——湖北日报全媒报道《总书记点名的这位音乐家还创作了地大校歌》采写侧记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陈熹

7 月 10日，总书记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
几内亚比绍共和国总统恩巴洛举行会谈。总
书记指出，中国和几内亚比绍有着特殊的友好
历史，刚才欢迎仪式演奏的几内亚比绍国歌
《这是我们最爱的国家》，由几内亚比绍国父卡
布拉尔作词、中国作曲家晓河谱曲，这是两国
交往史上的一段佳话，也是两国人民深厚友谊
的见证。

7月11日清晨，湖北日报编辑部看到这则新
闻后，敏锐察觉到其中的新闻点——一位中国人给
外国写国歌，背后肯定有着动人的故事。带着这一
追问，编辑部同志又搜索到，几内亚比绍国歌曲作

者所写的《勘探队之歌》是中国地质大学校歌，于是
立刻对选题进行了研究。

为何晓河会为别国的国歌谱曲，这有着怎样
重大的意义，是否和湖北有关联；作为一位军旅作
曲家，他为何会写和地质相关的歌，这首歌又为何
会成为地质大学校歌；业界如何评价晓河的歌曲；
这件事情中，什么是大众感兴趣的，如何传播更有
效果？

确定报道方向后，编辑部迅速行动，打通采编
全链条，组成了以文化新闻中心、体育新闻中心、
农村新闻中心、融媒体中心等多部门联动的全媒
报道组。

然而，采访面临诸多困难。晓河已去世十多
年，既不是湖北人，又从未在湖北工作过，如何能联
系到他的后人和相熟的朋友？《勘探队之歌》于
1990年在北京确定为中国地质大学校歌，中国地
质大学（武汉）是否有了解此情况的人？

在短时间内调动各方资源，迅速找到权威独家
的采访对象，是需要突破的第一个难题。

接到任务后，在值班编委和文化新闻中心负责
人调度下，部门全员行动，寻找线索和突破途径。
战线相关记者立刻赶赴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联系
校领导与校档案馆，尽可能寻找各种相关信息。

经过不懈努力，在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找到了
见证《勘探队之歌》正式确立为校歌时的校长，并联
系到了解情况的校史馆馆长；通过我省音乐界，找
到了当年记录晓河写几内亚比绍国歌、写《勘探队
之歌》等情况的相关资料，了解到了大致背景；通过
体育界，找到了在武汉三镇足球队当外援的几内亚
比绍籍球员；通过外办、农业等部门，了解到湖北与
几内亚比绍的文化、经贸交流情况。

每一条线索，都为成稿起到巨大作用。然而，
在寻找晓河后人这一最为权威的信源上一直未获
突破。所幸，经集团领导全力协助，终于在当天下
午6点多，通过一位著名歌唱家找到晓河老人的后
人。

记者随即电话采访了晓河的女婿耿幼明。说
起总书记谈起晓河的新闻，耿幼明立刻说“我看到
了，很激动，马上就转发给朋友了”，这让稿件有了

一个新闻由头和切入点，也拉近了已故的晓河与现
在的关系。

通过采访，记者了解到晓河的性格特点、创作
经历、创作几内亚比绍国歌的背景以及晓河本人对
此的态度等。同时，在采访中，记者再次确认了一
些细节。这些独家信息，为此稿带来了诸多看点和
亮点。

如何将此事本地化，则是稿件需要突破的第二
个难题。

记者最初设想，如果能联系上一位地大毕业的
几内亚比绍留学生，就能将两首歌、两个国家、两个
世纪串联起来。然而，因留学生已毕业多年，且存
在时差等问题，记者没有得到留学生的回复。

时间紧迫，记者决定，调整采访方向，将几内亚
比绍球员作为稿件的切入点，这就让几内亚比绍国
歌与湖北产生了交集。体育中心记者连线在河北
沧州训练的外籍球员，又采访到许多独家内容。

在地大现场接受采访的老校长说，年轻时就是
因为《勘探队之歌》而决定报考地大，这首歌鼓舞了
几代学子和地质人。这位老校长，让上世纪的校歌
与现在有了关联。

我省著名音乐家方石，从专业角度对两首歌进
行了点评……

一个个湖北元素、一桩桩新闻素材越发丰满。
这些人物和故事，突破了时空距离，将发生在过去
的事、发生在北京的事，变得和当下、和湖北有着密
切关系。

2024年7月12日湖北日报微信公众号《总书记点名
的这位音乐家，创作了地大校歌！》

湖北日报2024年7月12日1版《几内亚比绍国歌原
来是中国人谱曲 总书记点名的这位音乐家还创作了地
大校歌》

老一辈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扎根基层，为各行各业
的劳动者歌唱，呈现普通人的人生境界。

网友 小鱼儿

作为地大毕业的学生，看到《勘探队之歌》，顿感斗志
激昂，“火焰般的热情，战胜了一切疲劳和寒冷”。

读者 冷辰忻

“是那条条的河，汇成了波涛的大海，把我们无穷的
智慧，献给祖国人民……”这是母校校歌，至今仍能完整
演唱。

读者 昱彤

为上天、入地、下海、登极的母校地大感到自豪。向
创作《勘探队之歌》的晓河前辈致敬。

网友 影子

晓唱昂扬越山海 星语铿锵跨江河

为火焰般的热情放歌

互动

打通采编全链条

以职业敏感 发掘新闻“爆点”

串联时间与空间

以扎实的突破力 寻找本地化切口

歌声见证山海情

以社会化视角 进行全媒体传播

2024年7月12日1版

新媒体海报

来自花湖的鲜活

湖北日报编辑部：
6月28日1版图片新闻《百年民众乐园焕然一新》、12版头条

消息《百年文旅地标民众乐园焕新启幕》，报道焕新后的民众乐园，
由此既勾起了儿时的回忆，又对民众乐园的“焕新”充满了期待。

小时候，家住武昌解放路，能“过”汉口，去民众乐园玩一趟，
那可是儿时最具吸引力和诱惑力的重大活动项目了，不仅要提前
做好准备，还要有一种仪式感。走进园内，不仅热闹非凡，更让人
充满好奇。从戏曲杂技到音乐舞蹈，那可是既饱了眼福，也饱了
耳福，得到极大满足。为此我还曾到戏校报名，期望自己也能登
台演出。民众乐园，我始终视其为游乐的天堂。

时过境迁，如今的娱乐方式可谓花样繁多，这更让人不由得
好奇：焕新后的民众乐园是什么样的呢，仍是名副其实的“民众”
的“乐园”吗？湖北日报客户端6月27日视频报道《百年归来 好
戏开场 民众乐园将于6月28日正式对外开放》、6月30日图文报
道《下一次，民众见》、7月8日图文报道《百年民众乐园迎来打卡
热》等，用一幅幅图片、一个个视频回答了我心中的疑问。作为一
座记忆之塔，民众乐园的归来，不只是一座百年历史建筑的焕新，
更是对武汉城市文化的重塑，对民众情感的传递。

当“星云”之光从穹顶倾泻而下，穿透一层层人间烟火，一位
位游人的人生大戏仿佛与民众乐园的百年大戏交织在一起，汇聚
成城市上空的婉转之声与璀璨光辉。

武汉市 余最玲

来信

记忆之塔璀璨焕新
百年大戏婉转开场

客户端截图

视频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