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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红梅

2020 年 2 月 22 日，新冠肺

炎疫情笼罩下的阴影还没有散

去，位于绍兴市柯桥区的绍兴

市中心医院隔离病房一位 3 岁

的小患者治愈出院，向护士阿

姨鞠躬致谢。而这一幕正好被

旁边的另一名医护人员拍下，

并转发朋友圈。围绕这张照

片，迅速引发了一场全媒体时

代的融媒采编行动。

柯桥传媒官方微博、柯桥发

布公众号、抖音号、笛扬 APP、
《柯桥日报》、柯桥广播电视新

闻频道等媒体平台以《最萌的

鞠躬礼，最深情的赞美》为主题

全方位进行连续报道，并向人

民日报、新华社、中国之声、光

明网等 21家主流媒体报送新闻

通稿，共计刊发报道 24篇（不计

转发）。截止 2月 27日下午，短

短数日，新浪微博上由新华社

发起的“小患者与医生跨越时

空 的 致 敬 ”话 题 ，阅 读 量 达

8111.3万，讨论1.9万条，最高占

据新时代话题榜第 7 位（共 50
位）。由人民日报发起的“跨越

百年的医患鞠躬礼”话题，阅读

量达 2874.4 万，讨论 7507 条。

由央视新闻发起的“跨越百年

的 鞠 躬 礼 ”话 题 ，阅 读 量 达

6162.1万，讨论 7609条，最高占

据新时代话题榜第3位。

这样一则新闻，并非热门政

经大事件，也不是泛娱乐新闻。

却在短时间内引发了如此众多

的朋友圈转发、刷屏，话题热

议，圈粉无数。从各地方媒体

平台到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

这样的国家级主流媒体，热浪

一波又一波。这样一个平凡的

瞬间，一个简单的小故事，一篇

没有太多文本技巧的新闻，为

什么打动了数以千万计的读者

和用户。在全媒体时代，融媒

发展的媒体改革大潮趋势下，

如何借力普通百姓身边的小故

事，制作出符合时代精神和读

者需求的新闻作品，宣扬正能

量，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讲好

中国故事”的生动体现。本文

就以此次新闻事件为例，还原

新闻故事背后的全媒体采编过

程，阐述观点，分享体会。

一、抓住特定环境，寻找普

通人物的美好故事

时间、地点、人物是新闻要

素里面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这则新闻能迅速推送并引起如

此巨大的反响，与特定的新闻

环境是分不开的。正是在这种

特定环境下普通人物的小故

事，更能引起人们情感和思想

上的共鸣。

《最萌的鞠躬礼，最深情的

赞美》这则新闻故事发生在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特殊时

期，地点是在定点收治医院的

隔离病房，人物一个是患者，一

个是医护人员。无论时间节

点，还是地理位置，都笼罩在紧

张灰暗的氛围下。当时柯桥的

村庄、小区还处在封闭式管理

全媒体时代
如何借“小故事”扬“大情怀”

——浅析《最萌的鞠躬礼，最深情的赞美》融媒采编行动

疫情防控专题

波抗疫报道 80条，《浙江新闻联

播》30多条，其中头条 6条。目

前，广播在中国之声发稿 5 条

次，在浙江之声发稿22条次。

地方广电凭借有效出色的

外宣报道，不仅可以及时准确

反映当地市委市政府引领全市

公众切实具体防控疫情，显示

全市广大人民战胜疫情的勇气

和决心，还能展现疫情当前的

暖心故事与人间真情，扩大提

升宁波城市影响力和知名度、

美誉度。

五、团结一致众志成城，保

持新闻舆论工作的初心和热情

由于新冠疫情发正好在春

节期间爆发，遭遇这样的特殊

时刻，集团各新闻部门全体干

部群众合力体现爱岗敬业精

神。大家主动放弃休息，奔波

一线，许多人连续数天都无法

休息。大家的坚守和对职业的

热情充分体现了新闻工作者的

责任与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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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多数市民被要求居家休

息、居家工作，在这样的大环境

下，春天却不会因为人们戴上

口罩而来得迟一点，对阳光春

景的向往一直在心底深处萌

动，大家需要一抹亮色、一抹

温情来打破这种压抑的、不协

调的气氛。在这样特定的环境

下，孩子萌萌的一鞠躬，医护

人员深深的一还礼，就像一道

阳光，不经意地划破阴冷的雾

霾，照进人心深处，温暖了一

座城，感动了千千万万的普通

你我。

新闻故事非常简单，却带给

读者温暖纯良的美好。网友纷

纷留言点赞：“这里的鞠躬很美

丽”“跨越百年心未改”“中国礼

仪会这样传承下去”。诚如网

友所言“人间本来就该这样，互

相感恩。看到这两幕，真的感

慨万千。如果每个医生都恪尽

职责，每个患者都心存感恩，那

么医患之间，都应该是这样暖

心的一幕。

新闻媒体应该讲好中国故

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向世界展

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中

国故事怎么讲？根本在于传播

理念，以理服人，以情动人，以

“我”为主，融通中外。作为深

耕于基层的媒体工作者，更要

去一线，在接近百姓烟火气的

生活中发现他们的故事。这些

故事也许平凡简单，却温暖纯

良，能唤起人们心底的美好，这

也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承的

根与魂。我们回望历年的优秀

新闻作品，每一件都是发生在

特定环境下的感人故事，有的

如惊涛骇浪般的历史长卷，宏

大壮丽；有的如涓涓小溪般的

清洌甘甜，沁人心脾。这组新

闻报道的成功，也离不开战

“疫”大背景下的特定环境。

二、捕捉感人细节，还原温

暖人心的美好场景

很多感人的新闻故事往往

发生在瞬间，一个动作，一句话，

一个神情，却引发了一个温馨的

感人故事。有时候，记者到达现

场时，因为时间差的关系，并不

一定能找到所有的当事人和目

击者。即使找到了，一瞬间的动

人情景已经过去。如何还原温

暖人心的美好场景，尽量给读者

一个真实动人的现场，就需要记

者善于捕捉事件中的相关细节，

挖深挖细故事的前前后后，尽可

能采访到所有相关的人物。

《最萌的鞠躬礼，最深情的

赞美》这则报道推出前，当记者

赶到现场时，小患者已经离去，

鞠躬的场面不可再重现。为了

最大程度还原现场，记者尽可

能找到更多现场目击者，通过

他们的讲述和相关细节的捕

捉，弥补现场的不足。记者当时

兵分两路，一路赴医院采访鞠躬

时现场的所有人员，包括当事人

护士曹玲玲、刚好路过的图片拍

摄者，以及其他在小患者病房里

一起工作过的医护人员。另一

路联系小患者家里人。通过他

们的仔细讲述，事情的前因后果

就有了更清晰地展现。

原来，小患者是2月19日因

身体不适去的医院，接诊的正

是还礼人曹玲玲。因为正值疫

情期间，医院对陪护人员进行

了限制，身边少了亲人，小患者

在陌生的环境里既紧张又害

怕，一直哭闹不停。曹玲玲一

直轻声细语哄他安慰他，还四

处找小玩偶给他玩，以分散他

的注意力。又是哄又是夸的曹

玲玲像极了“护士妈妈”，也很

快得到了小患者的信任。四天

的相处，小患者非常配合检查

和治疗，病情很快得到控制，各

方面指标也快速恢复了正常。

出院那天，曹玲玲一边逗着

小患者开心，一边送他们家人

一起到了医院门口。听说这个

可爱的、哭起来声音特别响的

小男孩健康出院了，路过的护

士们都来打招呼。人群中不知

是谁说了一句：“小朋友你怎么

感谢一下？”然后小朋友马上转

身，萌萌地鞠了一个躬，曹玲玲

看到此景马上也鞠躬还礼。她

说：“那一瞬间我的心里一阵感

动，这一个月来虽然时常加班加

点，身体和精神上都承受着巨大

的压力，但在看到那暖暖的、纯

纯的一鞠躬后，所有疲劳全消散

了，感觉特别轻松、美好。”

记者也采访了照片的作者

傅金可——医院医护人员，也是

摄影爱好者，疫情期间兼职负责

医院的部分宣传工作。患者住

院期间，作者正好在医院四处寻

找宣传素材，知道今天有病人出

院，他就过来看看。没想到赶上

了这个“最萌的鞠躬礼”。记者

同时也采访了在鞠躬礼现场的

其他医护人员。通过他们的讲

述，抓住“突然转身”“用力鞠躬”

“挥手道别”“萌声软语”等细节，

对温暖人心的现场进行还原。

而另一路记者在联系采访

小患者时遇到了家人的婉拒。

考虑到对患者及家属的尊重，

记者就在电话里与他们进行了

简单交流。家属希望记者帮助

转达对医护人员的细心照顾和

关爱的感激之情。

通过对图片背后故事的详

细还原，让读者了解到这一瞬

间的美好和精彩，并产生情感

的共鸣，也让作品取得了更好

的传播效果。

三、借力媒体融合，打造全

媒时代的正能量新闻

眼下正是媒体融合发展的

疫情防控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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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好时期，借力融合的力量，打

造全媒体时代的正能量新闻，

是每个媒体人的责任和担当。

作为区域主流媒体，柯桥传媒

集团正是充分借力媒体融合平

台，发挥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

的迭代与互补作用，制作了一

大批群众喜闻乐见，影响面广

的优秀新闻作品。

如《最萌的鞠躬礼，最深情

的赞美》整组报道的推进，真正

体现了全媒体时代媒体融合的

强大力量：首发于 2 月 23 日柯

桥传媒集团“笛扬”APP，马上

激起千层浪，一时间朋友圈转

发刷屏。同时，柯桥发布官方公

众号、抖音号、“柯桥日报”微博

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推送。2 月

24日《柯桥日报》头版大篇幅详

细报道了图片背后的暖心故事。

2月24日中午，由柯桥台选送的

报道《跨越时空的致敬》在浙江

卫视播出，同日晚间柯桥区新闻

联播播出。新华社、央视等央级

主流媒体也纷纷发声，推动了这

股正能量的快速传播。2 月 26
日，《人民日报》以“感恩的瞬

间，温暖了整个冬天”为题整版

刊发了柯桥最萌鞠躬礼。

新浪微博和新华社、人民日

报、央视新闻等各级主流媒体

发起的话题，阅读量累计近 2
亿，讨论超过 3.5 万条，占据热

搜榜、话题榜前列。传播面之

广、互动性之深、影响力之大，

切实体现了全媒体时代“全员”

和“全效”的特点。

而在这组报道的采访与制

作中，又体现了“全程”与“全

息”的全媒体特点。全媒体时

代，什么样的形式更容易被读

者接受？以《最萌的鞠躬礼，最

深情的赞美》为例，虽然拍摄

不到那一瞬间的视频，但通过

网友提供，找到了 100 多年前，

时任浙医二院前身广济医院院

长的英国人梅滕更医师查房时

与小患者相互施礼的资料照

片。两张照片人物身份相同

（患者与医护人员）），地点相

同（医院），事件相同（互敬鞠

躬礼）。两张照片产生了“穿

越”般的视觉效果，柯桥传媒

第一时间围绕这两张照片，补

拍了医院医护人员疫情期间的

工作现场，柯桥市民最喜欢去

的公园——有柯桥“城市之心”

之称的瓜渚湖春景，配上音

乐，制作了短视频《跨越“世

纪”的鞠躬》在柯桥发布抖音

号上播出。随着镜头从照片—

医院—瓜渚湖的转换，最后定

格在春天瓜渚湖畔一树树盛开

的桃花。字幕：“一个世纪的

经典，医患之间的尊重与关爱

代代相传，柯桥的白衣天使

们，为我们坚守着，春天如期

而至，柯桥也正在恢复生机。

在这个春天，你们比花朵更灿

烂。”这跳跃的画面场景，配上

轻快优美的音乐和短句子排列

的字幕，收到了意想不到的视

觉效果。美国哈佛商学院的分

析资料表明，人的大脑通过视

觉（图像）接受外部信息的比

例高达 83%，“场景再现”更能

在情感上产生强烈共鸣。

2月27日，新闻效应继续发

酵，柯桥传媒全媒体继续跟踪

推进相关后续报道。柯桥发布

先后策划话题类报道《“鞠躬

照”能引全民热议？网友：让这

样的刷屏越多越好！》2月28日，

这幅“最萌鞠躬礼”图片以公益

广告的形式出现，再次引发一场

“暖屏 360°”的行动。柯桥城区

广场、客运中心及各大医院的电

子屏上以“柯桥有礼，处处有爱”

的主题，全天候滚动播出。感恩

的瞬间，温暖了整个冬天。

围绕“鞠躬礼”，柯桥传媒集

团全媒体传播体系的协调高

效，媒体融合的资源整合、优势

互补，在这次主题报道中得以

生动实践，也为全媒体时代，区

域媒体平台如何讲好百姓身边

的“小故事”，传播正能量，宣扬

中国情怀，给出了一条新的探

索之路。

（作者单位：绍兴市柯桥区

融媒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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