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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全媒体思维贯穿全流程 以广阔的视野提升传播力

新闻与高铁竞速 城市随路网飞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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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从京汉铁路、粤汉铁

路，到京广铁路，再到武广高铁、荆荆高铁，中国铁路发展的百

年历程，如何推动城市的变迁与演进？

“高通荆门路，阔会沧海潮。”从鄂中地区唯一通火车的城

市，到湖北最后一个通高铁的地级市，荆门如何成为观照“总设

计师之叹”及中国高铁从追赶者到领跑者的窗口？

幕后

荆荆高铁开通前一天，湖北日报客
户端推出《跨越15年！17市州绘高
铁，一笔一划写“湖北”》。“湖北”一共有
17个笔划，湖北也恰好有17个地市
州。产品注重交互性设计，一笔一划写

“湖北”，每多一座城市通高铁，“湖北”
就多写一笔，且通过图文、数据、案例等
展现高铁给地市州带来的可喜变化。

12月8日，《湖北日报》1版刊发消息
《荆荆高铁今日通车 湖北17市州高铁
“画圆”》。在荆门西站，《湖北日报》被摆
放在候车座椅上，不少乘客拿起报纸仔
细观看、拍照留念。当天10时40分，
G6803次列车从荆门西站缓缓驶出，我
们见证了这历史性的一刻。列车上，数
字跳跃，时速跃升到350公里/小时。

跑起来的不只有高铁速度，还有全媒
报道的速度。发车1分钟后，湖北日报微
信公众号推出《刚刚，湖北实现“市市通高

铁”！》；93分钟后，列车抵达汉口站，湖北
日报客户端推出《从武广高铁到荆荆高
铁，两位高铁总设计师隔空对话 93分钟
见证中国高铁的赶超之路》；当天，“湖北
全省市市通高铁”登上微博热搜。

“报网端微屏”齐发力，全媒体精彩
呈现，让新闻持续热辣滚烫。12月9
日，《湖北日报》2版刊发《从铁路线到
高铁网 列车飞驰重构时空串起“流动
的中国”》《从武广高铁到荆荆高铁，两
位高铁总设计师隔空对话 93分钟见
证中国高铁的
赶超之路》两篇
深度报道；当
晚，《新闻访谈
丨开聊吧！在
这趟特殊的高
铁上》在湖北日
报客户端刊发。

荆荆高铁要通车这一消息，此前，
多家媒体已发布预告消息，且“市市通
高铁”已屡见不鲜。

如何出新？湖北日报不断完善以客
户端为中心的全媒体生产调度机制，编
辑部超前谋划，精心策划，组建全媒报道
小组，10余名记者群策群力，协同推进。

从2009年武广高铁开通运营，到
2024年荆荆高铁开通运营，正好是15
年。我们决定，围绕“15年”和“湖北”
这两个关键词谋划选题。

融媒时代，从策划、生产开始就要
注入全媒体思维。我们提前拟定了多
个新媒体文案，最后，经过大量的信息
收集、去粗取精、协同配合，决定以SVG
动画的形式，精细化制作《跨越15年！
17市州绘高铁，一笔一划写“湖北”》。

如何走深？做新闻报道，既要“钻得
进去”，也要“跳得出来”，即不仅仅局限
于陈述新闻事件本身，还要提高站位、打
开思路、拓展视野，运用联系思维等，深
入挖掘新闻背后的新闻。

我们决定，通过“登高、俯身、转

头”，以更广阔的时空为背景，采写两篇
深度报道，与通车消息同时刊发。“登
高”，即站位高、立意高；“俯身”，即深入
基层；“转头”，即四处看看，广拓视野。

从历史与现实的关照看，过去，铁
路是“线”，火车成就了很多城市，也拉
来了很多城市；如今，高铁成“网”，又会
带来什么？因此，我们系统梳理铁路从
线到网给城市发展带来的影响和变化。

从表象与本质的关系看，“市市通高
铁”不是稀奇事，高铁通达的背后，是中
国的高铁技术从零起步、引领世界的缩
影。但如果单纯从高铁技术的角度破
题，难免因专业性较强而令报道枯燥乏
味。“高铁的起步不在中国，但高铁辉煌
于中国”，“市市通高铁”的底层逻辑是

“共同富裕”，体现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
办大事的优越性。因此，我们邀请中国
第一批350公里时速高铁的设计者——
武广高铁设计师，与荆荆高铁设计师，共
同乘坐首趟荆荆高铁，原汁原味记录两
代设计师的访谈，通过他们的职业经历
与切身感受，展现中国高铁的精彩一跃。

从线织成网 观照历史与现实
两代设计师 对谈追赶与领跑

全媒体时代，优质内容生产始终是
核心竞争力。主流媒体，就是要去别人
去不了的地方，看别人看不到的事情，
讲别人讲不清的道理。

为了解中国高铁发展的历史，我们
查阅了大量新闻报道和中国高铁史料，
读完了《国家名片——中国高铁发展纪
实》、铁四院《创新之路》发展文集。

为梳理从铁路到高铁、从线到网，
以及铁路建设给城市、给经济社会发展
带来的变化，我们两次走进铁四院，参
观企业荣誉馆，采访高铁设计关键人
物、原铁路系统职工，聆听中国高铁发
展的故事。

“当时不舍得坐下来啊，只想站在
车中间，双手不扶，看看到底是什么感
觉。”2009年上半年，武广高铁武汉至
咸宁段试跑，那是武广高铁总设计师许

克亮第一次乘坐高铁。采访时，许克亮
提到这段往事，仍然感慨万千。

为邀请两位高铁设计师体验荆荆高
铁首发列车，完成新闻访谈，我们反复沟
通，诚邀采访对象，终于在通车前一天确
定访谈人物，并沟通采访提纲至深夜。

12月8日，我们与两位高铁设计
师一同登上荆荆高铁首发列车G6803
的15号车厢。三台摄像机同时开启，
从不同角度和距离捕捉访谈对象的每
一个精彩瞬间。“设计师是做什么的？”

“高铁速度能再快些吗？”车厢内，乘客
现场提问，呈现了更加真实、立体的访
谈场景。高铁上，有噪声、空间、时间等
限制，但这样的访谈背景是真实的，也
是打动人的。在93分钟的对话中，我
们体验着高铁的快和稳，也感悟到中国
高铁从追赶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

两进铁四院 梳理发展与变化
三台摄像机 呈现真实与立体

发车一分钟 公众号发送推文
新闻亦提速 登上微博热搜榜

扫码看访谈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王际凯

一封被收藏了45年的参战遗书，背后究竟
有什么样的故事？

11月27日，湖北日报新闻客户端和微信
公众号独家发布《这封遗书，他“藏”了四十五
年》；11月29日，《湖北日报》15版刊登《阳新县
退役老兵肖志平讲述战斗故事 一封藏了四十
五年的参战遗书》；腾讯网、今日头条、湖北退役
军人公众号等纷纷转发。报道引发网友和读者
持续关注、点赞。

融媒报道的背后，是湖北日报全媒记者对
新闻线索“去粗取精”的甄别与研判。

征集线索 一封遗书入眼帘

2024年9月，湖北省“红色精神传承荆楚
行”系列活动正式启动。该活动通过征集整理
红色传家宝（实物），追寻背后的红色记忆，重温
初心使命，让红色基因传承“聚人气”“接地气”。

“阳新县有一位参战老兵，在战场上荣立个
人二等功。他在参战前写了一封遗书，保留至
今。”11月，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提供的一条线索引
起记者的关注。文字材料详细介绍了退役老兵
肖志平的参战事迹，其中用大段内容讲述他与战
友在战场上的生死情谊，但对遗书的描写不多。

“参战老兵不少，有些老兵荣立战功，但能活
着从战场回来并且收藏自己遗书的老兵，并不
多。这才是最大的新闻点。”经过编辑部研判，决
定从这份遗书入手，深入挖掘英雄的事迹。

遗书是不是原件？保存40多年，上面的字
迹是否清晰？11月25日，带着诸多疑问，记者
搭乘赴阳新的动车，探寻英雄的故事。

深入采访 英雄轮廓渐清晰

阳新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老班长工作室”，
肖志平和妻子早早来到这里。夫妻俩随身携带一个包，包中装着相
册、军功章、纪念章，那份遗书被压在最下面。

这是一张皱皱巴巴、边缘破损的纸。160多个字，都写在这张纸
上，字迹清晰。

“这不是一张信纸，像是从笔记本上扯下来的？”面对记者的疑
问，肖志平点了点头，说：“当时上战场之前，哪里找得到信纸，都是随
手从笔记本上扯下来的纸。”

肖志平详细讲述了这封遗书前前后后的故事。“如果不是媒体来
采访，这封信我可能会藏一辈子。”采访中，肖志平朴实的话语打动着
记者，记者不停地用手机拍摄图片、视频。

知青下乡、参军入伍、战前修书、出生入死……随着采访的深入，
英雄的轮廓渐渐清晰。

老兵家属 增添鲜活的素材

“为啥优待证里没有钱？”采访时，一位74岁的老人来到“老班长
工作室”，询问优待证的相关问题。肖志平暂停与记者的交流，向老
人了解具体情况。

老人名叫李相朋，他的哥哥李相富是一名退役军人，哥哥的优待
证一直在他手上保管。肖志平详细说明了相关政策，解开了老人心
中的疑问。临走时，得知肖志平参加过边境作战，立了二等功，李相
朋竖起大拇指，说：“原来你是战斗英雄，向你致敬！”

这位“不请自来”的老兵家属，丰富了采访内容，为报道增添了鲜
活素材。

奔赴战场前，写给父母的遗书表报国决心；战场上经历生死，把
一等功让给牺牲的战友；退役返乡，积极响应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号
召，为老兵服务，传承红色基因……按照这个脉络，记者迅速成稿。
本着移动优先的原则，记者第一时间将所拍摄的视频与图片导出，用
于制作视频、微信等融媒体产品。

湖北日报微信公众号2024年11月27日《这封遗书，他“藏”了四
十五年》

杀敌有功不贪功，转业不忘战友情。为荆楚老兵肖志平老英雄
点赞。 读者 龚永前

老兵身上的军功章，闪耀着革命的光辉。 网友 小村村

小小阳新，万众一心。要粮有粮，要兵有兵。这位深藏遗书的战
斗英雄，继续坚守在阳新红色宣讲、老兵志愿服务的新岗位，军魂永
驻，初心不改。 读者 袁晓琴 yky

非常感动，向中国军人致敬，向老兵致敬。网友 风和日丽 素琴

微评

展开信笺 深藏烽烟

2024年12月9日2版

评报

湖北日报微信公众号 2024 年
12月7日《官宣！湖北这条高铁，明
日开通！》、2024年12月8日《刚刚，
湖北实现“市市通高铁”！》

荆荆高铁的开通，完成了湖北市
市通高铁的“最后一块拼图”，对促进区
域经济发展，加快都市圈建设意义深
远。

网友 红叶一瞥

这条高铁我已经等了十年，大
家伙荆门西站见！

网友 平安喜乐

盼望了好多年，终于迎来了历
史性的一刻，太激动了。

读者 李天奉

以前去荆门，从汉口站坐火车
需4个多小时，如今快多了。

网友 德德

回母校变得方便了，不用来回转
绿皮车了，大大缩短了碰面的时间。

网友 miracle

“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湖
北市市通高铁，必将助力湖北经济
社会发展驶入快车道。

读者 龚永前 余温

互动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金济

12月8日，备受瞩目的荆荆高铁正式开通运营，九省通衢的湖北迎来历史性
时刻——17个市州实现“市市通高铁”。

12月8日至9日，湖北日报策划推出“荆荆高铁系列融媒报道”，打造了一批兼
具“新”和“深”的产品，成为全媒体时代融合传播的一次有益尝试。

长图截图

《新闻访谈|开聊吧！在这趟特殊的高铁上》录制现场。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左晨 摄）

高铁网链接都市圈 交会点舞起城市群

十年等待终相见
三湘九派会荆荆

12月8日，荆荆高铁建设者坐上首
发列车，从他们建设的标段疾驰而过。
次日，《湖北日报》2版刊发《从铁路线到
高铁网 列车飞驰重构时空串起“流动的
中国”》等报道。九省通衢的湖北迎来全
省17个市州实现“市市通高铁”的高光时
刻，作为一名老铁路人，读着这样的报
道，成就感、自豪感和幸福感油然而生。

报道回顾了高铁建设从无到有、从

线到网、网越织越密的发展历程。两位
总设计师的隔空对话，对比了武广高铁
与荆荆高铁的建设过程，反映了15年间
中国高铁发展的奇迹。技术越来越进
步，里程越来越长，中国的高铁建设，从
参观到被参观，从追赶到超越，“中国标
准”成为全球高铁建设的参考坐标。

从高铁网越织越密，到都市圈能级逐
步提升，再到GDP的跃升，高铁网推动区

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推动城市群深度链
接。从17个市州“市市通高铁”到未来武
汉都市圈、襄阳都市圈、宜荆荆都市圈互
联互通的高铁大环线，从“九省通衢”到

“九州通衢”，作为陆海空三个丝绸之路交
会点的湖北，将“更好促进三大都市圈协
同融通、带动长江中游城市群联动发展”。

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
王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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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