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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日报微信公众号2024年11月15日《刚刚，
现身武汉！网友直呼：太美了！》、2024年11月13日

《天降黄金！刚刚，成功飞越长江、汉江》

热烈庆祝武汉首条长江空游航线试飞。大美武
汉，总是这么让人惊叹。 网友 如蓝 燕子

那天上午，飞机从头顶飞过。我在看天上的风
景，天上的乘客俯瞰大江盛景。 读者 杜杜

期待亲身体验空游航线，在大江之上一览武汉
之美。 网友 阳光牦牛 婷子

全国首条跨江商贸低空无人机航线正式首飞，
敢为人先。 网友 竹贤墨羽

“天降黄金”，牛，这个新闻标题有意思。
网友 承悦 不肉

湖北日报微信公众号 2024 年 11 月 12 日《今日
10时30分，正式运行！》

武汉汉口北低空港口正式启动运营，九省通衢
又添低空物流。期待低空物流飞遍大武汉。

网友 打酱油 卢全芳

不到十分钟，鲜花、服饰穿越城市，从天而降。
低空方式极大提升了物流效率。 网友 A

未来会有更多的无人机、无人快递车完成物流
配送。科技创新让未来充满想象。读者 黄斐 LSH

湖北日报微信公众号2024年11月13日《刚刚，
首次降落在武汉！》

湖北人在“家门口”就能坐上国产大飞机啦，好
想去体验一下咱们国家自主研发生产的大飞机。

网友 海阔天空 春末夏初

在珠海航展看到大飞机的风采，没想到在武汉
这么快就可以坐上了。 网友 丫头

国产大飞机，天河机场的新宠，真亮眼。
读者 龚永前

今天，武汉的上空好热闹啊。 网友 tpback

坐过从成都飞上海的国产商用大飞机，有机会
一定要坐坐从武汉飞北京的国产大飞机。

网友 momo

国产大飞机，有这么多湖北元素，是湖北人的骄
傲。 网友 Be yourself

湖北日报微信公众号 2024 年 11 月 14 日《湖北
第四座国际机场来了》

可喜可贺，恩施许家坪机场航空口岸通过验收，
正式对外开放，欢迎全世界的朋友来恩施打卡。

网友 孤街酒客

恩施旅游资源丰富，美食美景醉人。开通国际
航线，恩施将迎来更多国际国内游客。 网友 权

恩施能走出大山，拥抱世界，离不开各方的大力
支持。恩施航空口岸正式对外开放，将进一步拉近
恩施与世界的距离。 网友 X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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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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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余宽宏

9月3日，湖北日报“卫星看‘南水’润民十年间”全媒体采访启
程。10名湖北日报全媒记者从十堰市出发，兵分两路，深入京津冀豫
沿线26个受水城市，联合河南日报、河北日报、天津日报、北京日报等
省级党报共同采访，一起出镜，同步发稿，讲述1亿多中国人的“南水”
故事，展示一杯“南水”的中国情怀。

截至目前，湖北日报全媒体平台共刊发200多篇行进式文图、视频
等全媒体报道。《一杯“南水”的中国力量》《跟着总书记看中国丨干涸
40多年的滹沱河，何以复流》两篇报道被全网置顶推送；#十年来南水
北调改变了什么#、#描绘一渠清水北上十年新图景#等微博话题登上
热搜；《400多个泉眼复涌！有3000多年历史的百泉湖又活了！》等多
个短视频，均有上万网友点赞；发布国际传播产品34条，《香港商报》、
中时新闻网等多家媒体转载。

卫星高空俯瞰与地面实地踏勘

2024年初，湖北日报相关部门就开始思考南水北调10周年报道
怎么做。中间，走访相关单位，问计于专家，报道方案几易其稿。8月
中旬，编辑部确定要着眼于展示十年来的变化，来验证这一宏伟工程的
伟大意义，最终形成以“卫星为视角、民生为注脚”的全媒体报道方案。

遥感卫星居太空“制高点”，怎么运用这种新报道形式？
前方记者实地踏勘，挑选出变化显著且意义深远的地点；根据这些

反馈点位，后方编辑联合高分湖北中心，调取2014年与2024年的卫星
影像资料，通过对比图，见证十年巨变。

例如，石家庄市滹沱河的卫星对比图能清晰看到，2014年2月20
日，尚未全域复流的滹沱河，藁城段部分河段处于干涸的状态；2024年
6月6日，复流新生的滹沱河藁城段，水清岸绿，如诗如画。在同一张拼
版图片里，对比相同视角，枯荣之别，显而易见。

一图胜千言。从60万米高空看“南水”北上，10年来丹江口水库
和26座受水城市的点位变迁，极具标志性意义。

对比鲜明的回答与水清岸绿的画卷

水，是什么味道？
在这次历时一个月、行程1万多公里的采访中，沿线群众给了我们

各种各样的回答——
以前的水，“又苦又咸”；现在的水，“既干净又好喝”。
通过实地走访，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南水”的珍贵。北方用水

之难，十堰付出之多，湖北贡献之大，如果不是身临其境，的确难有如此
深切的体会。

曾经，因为缺水，河南省滑县打了4.8万口水井，像针眼一样密密
麻麻遍布全县；有“中州颐和园”美誉的新乡市百泉湖景区，喷涌了千年
的泉眼枯竭，湖中心被用来举办杂技和马术表演；河北省保定市瀑河水
库成为庄稼地，“守库人”近20年无水可守……

曾经，因为水质不好，河南省濮阳市清丰县大流乡连家禽都养不起
来；在河北省沧州市，有一种笑叫笑不露齿，因为地下水氟含量严重超
标，长期饮用容易得氟斑牙……

是“南水”的到来，彻底改变了上述状况。枯竭的泉眼复涌，消失的
水稻重现，见底的水库充盈，白洋淀里青头潜鸭遛娃，团城湖里飞走的
天鹅回家……我们拍摄下一幅幅水清岸绿的画面，采访到一个个“南
水”的故事。

北上采访期间，这样的故事很多很多。这些鲜活的故事，只有去现
场、去乡村、去一线，才能看得见、听得到、弄得懂。

20余年全景扫描与三次南水北调行

一代代湖北日报人不间断地关注、报道南水北调工程，为其倾注了
巨大的热忱与心血。20多年来，报社三次组织南水北调大型报道。

2003年底，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即将开工建设之际，报社记者沿线
踏访。寻汉江源头，走陕西、湖北，经河南、河北，达天津、北京，采访沿
途各地的工程准备情况、生态环境、风土人情等，对工程进行全景式素
描，成为中国走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全程的首批记者。

2014年12月，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通水，湖北日报再次派出采
访团队，从丹江口大坝启程，追逐通水试验的浪头，一路向北，穿中州，
跨黄河，越幽燕，抵京城。“汉水北上”系列报道，共计刊发23期、36个
版面。

2024年，我们再次从丹江口大坝出发，与奔腾的汉江水同行，从武
当山下一路向北。这次，我们和沿途省市党报记者总计行程超过1万
公里，在工厂、农村、社区、学校等100多个老百姓的具体生活场景中，
品尝“南水”润民的滋味。

全媒体传播与跨区域联动

从纸媒到全媒体，从线上线下联动到跨区域联动，从本土传播到国
际传播，变的是传播方式，不变的是“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是到一
线、涉深水、抓“活鱼”，是用小切口反映时代大主题。

通过系列短视频、微博话题，拎出“爆点”，实现全媒体立体化传
播。如短视频《河南濮阳率先在全国完成“南水”全域覆盖，370万人
喝上清甜“南水”》以当地村民视角展开，讲述“南水”到来后，结束了
当地村民长期吃苦咸地下水的历史。视频引发网友热议，全平台播
放量达到346万。在河南新乡，报道组拍摄下百泉湖重现“百泉喷
涌”的美景；在河北白洋淀，报道组挖掘到“鸟中大熊猫”青头潜鸭“快
乐遛娃”的细节……

两路记者实地采访的同时，还联合东风商用车、武当山水举办“请
你喝一瓶好水”活动。开着十堰造的新款东风商用车，将产自丹江口的
1200箱武当山水，送到京津冀豫沿线26座城市市民手中。

采用跨区域联动报道，和沿线省市党报一起，在各自的全媒体矩阵
进行充分展示，实现报道在沿途
省市的落地，提升了主题报道的
传播力和影响力，也为党媒重大
主题报道出圈破圈探寻新路。

大国泱泱，天河浩荡。南水
北调中线工程这条人工“天河”，
正日益成为美丽中国的一道亮丽
风景线。我们希望，“卫星看‘南
水’润民十年间”的故事，让更多
人理解“南水”来之不易，加入到
爱水、护水、节水的队伍中来。

“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点水来也是可以的。”上

世纪50年代初，毛泽东同志提出了这一宏大构想。

2014年12月12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成通水。相隔千里

的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连在一起，构建起新时代中国大水网。

心系这杯“南水”，2021年5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丹江

口水库。

2024年，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迎来通水10周年。作为中线工

程水源地的省级媒体，湖北日报如何报道这一巨大变化？

卫星为视角 民生做注脚

五省市党报共同讲述“南水”润民故事

低空穿越 从汉口北启程

乘国产大飞机 飞往首都

捧一抹山水绿 拥抱世界

机翼低悬 俯瞰浪影江花

湖北日报编辑部：
读“卫星看‘南水’润民十年间”系列报道“河南

篇”，如身临其境，感慨万千。
我老家在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记忆里，老家

缺水的情景历历在目。直到18岁时，我来到汉水之
滨的湖北省老河口市，才没有了水之忧。悠悠汉水，
千里汉江，清澈透亮，滋润心田。而今，南水北调中
线工程贯穿南阳老家，大渠就从我姑家的村庄后通
过。打开自来水龙头，便是清冽的“南水”。乡亲们
吃上甘甜的汉江水已近十年，是南水北调的受益者。

9月11日5版“南阳篇”介绍，河南省南阳市是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渠首所在地。陶岔渠首枢纽工程
离老河口很近，我去看过，工程壮观，渠水清澈。

9月12日4版“邓州篇”介绍，在邓州南水北调引
丹灌溉工程指挥部旧址，一座旅游村日渐崛起。邓州
是我熟悉的地方，我从老家回老河口，必经过邓州。
南水北调工程，序曲由邓州揭幕。“勇于担当、无私奉
献、艰苦创业、不怕牺牲”的“渠首精神”，造就了水利
建设的奇迹。

“驻马店篇”“周口篇”“平顶山篇”“许昌篇”“郑
州篇”……一座城市，一篇报道。丹江云雨任调遣，
跟随湖北日报全媒记者的行进路线，我看到水润故
乡的新景观。 老河口市 王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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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路线图 看故乡新景

互动

外国友人盛赞“南水”
我看到了一个让人兴奋又让人叹服的丹江口

水库。今年8月，我曾踏访丹江口市。丹江口水清
岸绿的背后，是千千万万志愿者日以继夜、数十年
如一日的深情守护。他们的坚持和付出，让人非常
感动。

湖北大学巴西留学生 奥塔维奥

通过报道了解到，南水北调工程既改善了老百
姓的生活条件，也极大地推动了地方经济发展。报
道中的卫星对比图，让我更加直观地看到了南水北
调对中国北方生态恢复的积极影响。

俄罗斯青年 亚历山大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实施以来，沿线河流周围湿
地生态极大改善。阅读该系列的英文报道时，我仿
佛身临其境。图片配简短文字，非常生动有趣，符合
现代人审美和快速阅读的需要，让生活在中国的外
国人也能够了解中国最新的发展趋势。

美籍匈牙利音乐家 巴纳伯斯

我非常关注该系列报道中水资源利用的内容。
视频从实地探访的角度展示工艺升级如何减少生产
用水，这是一个具有前瞻性的环保解决方案，为企业
和缺水地区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俄罗斯留学生 波琳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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