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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研究

罗钟炉 许日华

创新主题宣传模式创新主题宣传模式
提升文化传播效能提升文化传播效能

——金华广电“百场烈士故事会”系列活动综述

“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

书。”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不同场合发表重要讲

话时均提到许多革命先烈、优秀共产党员的故

事，以一个个鲜明的党史人物为坐标，绘制出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不断用党史这本

“教科书”教育人、启迪人、感化人、鼓舞人。

2021 年以来，金华市广播电视台不断创新

党史学习教育的宣传报道，聚力党史故事，用

好红色资源，发挥“故事+”效应，以“百场

烈士故事会”“百名主播走访百个烈士家庭”

“百名主播走进百个红色基地”系列活动为载

体，广泛开展对象化、分众化、互动化宣讲，

组织烈士亲人亲身讲、见证人士权威讲、主播

记者生动讲、线上线下融合讲，让党史故事常

讲常新、入脑入心，润化人心、培根铸魂。

百场烈士故事会启动仪式

一、树品牌 讲好党史故事厚植爱党情怀

聚焦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用亲历者

见证人的讲述涤荡灵魂、叩问初心、激扬奋斗

志。回望百年，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中

国人民谱写出“换了人间”的壮丽史诗，在一

百年非凡奋斗历程中，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

人顽强拼搏、不懈奋斗，形成了伟大的建党精

神、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遵义

会议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红岩精神、

抗美援朝精神、大庆精神、特区精神、改革开

放精神等伟大精神，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

精神谱系。金华市广播电视台“庆祝建党 100

周年 百场烈士故事会”聚焦党的精神谱系，邀

请在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征程中，献出宝

贵生命的烈士亲属走上讲台，讲述烈士亲人的

故事。方志敏女儿方梅、俞秀松之子俞敏、雷

锋生前战友蔡云、董存瑞侄子董继先、“战地记

者”雷烨外甥女项碧英、国际主义战士坂本寅

雷锋生前战友蔡云讲述雷锋的故事

雷烨外甥女项碧英讲述雷烨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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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之子蒋义生、抗美援朝特等功臣李家发妹妹

李家英、“感动中国”年度人物孟祥斌烈士妻子

叶庆华等讲述人，或来到现场或通过视频连线

方式开展宣讲。每场故事会，讲述人宣讲烈士

英雄壮举时，特别注重通过自己的所见所感，

用生活中的平凡小事阐释烈士家风、家教、家

训，融情于事、以情感人、以事启人、以理服

人，让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初心使命、

担当作为、无私无畏可亲可感、可信可学。

扎实开展“六进”宣讲，聚焦青少年群体，

发挥党史故事润心铸魂培根作用。在“人民功

臣”徐文佩的家乡金华市婺城区白龙桥镇龙蟠

村、金平欧烈士的家乡东阳市巍山镇岢山村，

在义乌市城西街道分水塘陈望道故居、金华市

金东区孝顺镇后项村雷烨故居，在革命老区婺

城区沙畈乡银坑村文化礼堂等都回响着烈士的

故事。截至 9 月 30 日，金华市广播电视台已组

织开展了 105 场烈士故事会，先后有 78 名烈士

亲属、讲述人深入到金华各地机关企业、乡村

社区生动讲述了 238 位烈士的感人故事，直接

观众超过20万人次。在宣讲中，金华市广播电

视台加强与教育部门互动，深入开展校园宣讲。

5 个多月来，烈士故事会先后走进浙江师范大

学、金华职业技术学院、浙江金华第一中学、

义乌市望道中学、金华市站前小学、婺城区机

关幼儿园等60多所大中小学和幼儿园，很多学

校把烈士故事会作为开学第一课和新生入学教

育的重要内容，15 万多青少年学生通过现场聆

听、网络直播等方式接受了红色洗礼。烈士亲

属有感而发，烈士故事可亲可感，让青少年与

历史故事更贴近，引发共鸣激发力量。

烈士故事会宣讲人、俞秀松儿子俞敏 （右二） 接受

浙师大学生所绘的父亲肖像画

孟祥斌妻子叶庆华在山东德州宣讲

金华市广播电视台与宣讲人同向发力，宣

讲宣传双向赋能，将“百场烈士故事会”打造

成金华党史学习教育“金名片”，影响力持久扩

大。在组织开展“庆祝建党100周年 百场烈士

故事会”活动中，金华市广播电视台与宣讲人、

“为烈士寻亲”的发起人、感动中国人物孟祥斌

烈士的妻子叶庆华一起收集了大量金华籍烈士

的事迹，并将这些烈士的故事和图片资料整理

成册，制作成宣讲 PPT，通过现场宣讲、新闻

播发、平台推广等方式，让烈士故事深入人心。

除了在金华各地深入开展宣讲之外，金华市广

播电视台青年记者、宣讲团成员叶庆华等还先

后走进江西省南昌市方志敏纪念馆、江苏省常

州市瞿秋白纪念馆、山东省德州市第五中学、

河南省永城市陈官庄烈士陵园等地开展义务宣

讲活动，反响良好。

二、强联动 创新主题宣传提升传播效能

“红动百年 青春对话”报告会

因势而动，金华市广播电视台主播、记者

接力跟进，承接、放大“百场烈士故事会”影

响。今年 4 月，“庆祝建党 100 周年 百场烈士

故事会”活动推出不到一个月时间，就引起了

良好社会反响。金华市广播电视台迅速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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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5月接力推出“百名主播走访百个烈士家庭”

新闻行动，发挥媒体区域协作联盟作用，联动

各县 （市、区） 融媒体中心，走进一个个烈士

家庭。许多烈士生前没有留下一张照片。为满

足烈士亲属的愿望，金华市广播电视台与浙江

师范大学、浙江传媒学院等高校联合推出“为

烈士画像”公益行动，大学生志愿者根据他们

提供的资料，为烈士画像，精心装裱后送给烈

士亲属，送烈士“回家”。

在新闻行动中，记者、主播、编导、摄像

践行“四力”，推出了“百年党史 我家故事”

“金视频·守根脉 话传承”“金视频·红色档

案”等融媒体报道专栏，讲好八婺大地发生的

红色故事，突出百年党史故事中的“金华味”。

这个新闻行动一方面是感恩烈士亲人为“百场

烈士故事会”无私宣讲，更重要的是通过记者、

主播走进烈士亲属家庭，感受烈士家风家教，

用生动的细节和朴实的记录，与“百场烈士故

事会”的宣讲形成呼应，不断深化升华党史学

习教育主题报道。这个活动一经推出，就引发

众多关注。目前，这一活动已被列入“2021 年

金华市家风家教宣传月十大活动”。

打造主题突出、内涵丰富的融媒体产品，

让主题宣传更接地气、更好触达、更有影响。5

个多月来，金华市广播电视台主要广播电视新

闻栏目推出有关“百场烈士故事会”“百名主播

走访百个烈士家庭”相关报道 90 余篇；《金华

广播电视报》 刊登有关烈士故事会的版面 96

个；无限金华客户端推送与烈士故事和主播寻

访有关的新媒体作品达 170 多篇，总阅读量超

过 400 万；相关报道还推送到学习强国、央视

频、中国蓝新闻等多个新媒体平台；浙江日报、

浙江卫视、浙江之声等省级主流媒体都从不同

的角度报道了烈士故事会的相关内容。通过全

方位、全媒体宣传，在全社会大力营造“崇尚

英雄、致敬英雄、学习英雄”的良好氛围，让

烈士和英模成为新时代最闪亮的星。

联动多部门，融入“10 分钟阅读圈”，打

造衍生品，多措并举实现党史宣传提质扩面。

金华正在全力打造“十分钟阅读圈”，党史故事

是重要的阅读资源。金华市广播电视台积极与

金华市文广旅局、金华市图书馆等单位对接，

让红色党史故事、烈士故事影音视频进“悦读

吧”“智慧书屋”，同时设计制作了10万套“红

色书签”，把烈士的形象和事迹印在书签上，在

“悦读吧”“智慧书屋”以及故事会线下活动中

进行推广，分发给广大市民；同时联合金华市

文广旅游局等部门开展的“八咏书友会”和融

媒体短音频专栏“佳音巷”也推出了“党史故

事”专场，不断深化党史故事的影响力。

三、重创新 发力精品创作激发文化力量

金华市广播电视台充分运用融媒手段，发

挥融合传播优势，跨区域、跨部门、跨越“网

上网下”，创造性讲好烈士故事、党史故事，不

断充实新闻内涵、扩大传播声量，在开展主题

报道中，发力新闻创新创优，打造新闻精品力

作，为金华打造浙江中西部文化中心贡献广电

力量。

“红色双城记”新闻行动走进红色故里，触

摸历史记忆，在锤炼“四力”中，不断深化升

华主题报道的思想性、艺术性。为提升烈士故

事会品牌的辐射力和影响力，5 月份，金华市

广播电视台与江苏常州市广播电视台深化协作，

联合开展“红色寻访双城记”新闻行动。金华

与常州都是拥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历史文化名城，

学生代表为烈士家属赠送烈士书签 陈望道孙子陈晓帆（左九） 在陈望道故居与游客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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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小明

探寻探寻““党课开讲啦党课开讲啦””
衢州主场活动成功举办的衢州主场活动成功举办的““密码密码””

“红船精神耀之江 ‘八八战略’看今朝”。

2021 年 7 月 5 日晚，一台时长 1 个半小时的

“党课开讲啦”衢州主场活动暨乡村振兴讲堂红

色宣讲月活动启动仪式成功举办。晚会具有规

格档次高、参与人员多、环节设置巧等特色，

受到了领导和嘉宾的一致点赞和好评。现场观众

观看晚会后，连说三个想不到：想不到党课这么

接地气，想不到节目这么引人入胜，想不到主题

教育还可以这么生动！那么，这场由浙江省委组

织部指导推动，录制完成后在浙江省台党建平台

统一播出的“党课开讲啦”衢州主场活动，凭什

么收获现场好评，得到大家的普遍赞扬？其成

功举办的背后又有什么“密码”呢？

一、集思广益 寻找“最衢州”元素

“党课开讲啦”活动用讲党课的形式，追忆

共产党人的初心故事，探寻百年奋进的精神密

码。乡村振兴融媒体中心自5月接到“党课开讲

啦”衢州主场活动的任务后，立刻组织骨干力量

成立“攻坚”小组，进行活动策划，反复打磨台

本。如何在一场活动中，展现“最衢州”的元

素，是大家最先思考的问题。与我省其他地市相

比，衢州的“红色”元素不算是最丰富的，缺少

重大历史节点和有分量的红色印记。如何才能用

好用活现有的“存量”，上好这堂特殊的党课？

“攻坚”小组多次举行专题会议，邀请领导、专

家、学者等参与讨论，最终按照时间顺序，锁定

了血洒黎明衢州六烈士、《共产党宣言》的翻译

者华岗、深藏功名的胡兆富老人、改革先锋谢高

华等有分量的衢州籍党员中的优秀代表。遴选了

建造浙江省第一个大型联合化工厂、修建被誉为

“江南红旗渠”的乌引工程、最多跑一次改革、

杭衢高铁建设等历史节点事件。这些人物和事

业务研究

100 年来，两地都涌现出了大批有志青年和革

命先驱，金华有陈望道、邵飘萍、施复亮等，

常州有被誉为“常州三杰”的瞿秋白、张太雷

和恽代英。他们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彼

此之间有着深厚的革命友谊。通过红色互访，

丰富细节充实党史故事，增强报道感染力。

“红色寻访”结出硕果，精品创作次第花

开，精心展现百年党史故事的精彩华章。金华

市广播电视台在与江苏常州市广播电视台开展

“红色寻访双城记”新闻行动中，达成了联手打

造《声歌嘹亮》建党百年专题片的合作意向。5

月31日，联合摄制组来到陈望道故居义乌分水

塘村，从望道柴房、陈望道故居，到望道纪念

馆等地，用镜头凝练红色影像，传承红色精神。

金华的陈望道和江苏常州的瞿秋白分别翻译了

《共产党宣言》《国际歌》。为缅怀陈望道、瞿秋

白同志的革命业绩，金华、常州两地广电联手

拍摄特别节目 《声歌嘹亮》。今年“七一”前

夕，该片在两地线上线下同时展播，获得好评。

利用数字化技术，开发“接力读党史”小

程序，打造网上学习家园，守好红色根脉，凝

聚前行之力。金华市广播电视台充分发挥融媒

体技术优势，联合相关部门推出“接力读党史”

小程序，将“百场烈士故事会”开展以来的音

视频资源数字化，在互联网、手机端打造“永

不落幕的烈士故事会”，为党员干部群众线上学

习、传播提供便利，让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在重

温真理味道中汲取信仰力量，争做“红色根脉”

的忠实传人。

学史力行，实干争先。金华市广播电视台

将从党史故事中汲取奋进力量，进一步建强新

闻舆论工作队伍，在新闻实践中强党性炼作风，

忠实履行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职责使命。

（作者单位：金华市广播电视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