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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支持，进而达到精准推送的目的。

（四） 规范化营销成为新媒体短视频的发展

趋势

由于短视频的营销还处于起步阶段，应用

理论和实践还不够成熟化和规范化，所以短视

频的未来营销空间还是非常大的。当前短视频

创作的广告理念还处于探索阶段，在未来短视

频行业发展上可以使其往更加健康的营销理念

方向演进。新媒体短视频有着显著的社交属性，

必将成为未来碎片化重要信息最主要的传播方

式之一，可挖掘的潜力巨大，尤其是在内容的

营销方式上，将会涌现多元化的创意和创新，

可形成规模化的宣传媒介。短视频也将会成为

商业模式上的一个重要过渡阶段，经过一段时

间的井喷式发展，短视频商业化空间会逐步被

激活并放大，并可开发成互联网领域中不可或

缺的一大金矿。

（作者单位：宁波市北仑区广播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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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人物的先进事迹和内心世界是丰富多

彩的，从不同的角度、运用不同的方法，可以

挖掘到不一样的新闻素材，收获不同的报道效

果。一个有经验的农夫挖笋是很有讲究的，什

么时间挖、从哪里开挖、怎样挖、锄头深浅等

都要谋划考虑，做到锄头下去就有笋，是长熟

长大的笋，而且不会把笋挖坏。采写典型人物

要像挖笋一样，选好角度，用好气力，把笋挖

好，即使别人挖过的地方也要挖出“成果”，让

自己的宣传报道有耳目一新的内容和形式。

常山县退役军人胡兆富深藏功名 60 载的事

迹近年来受到社会各界广泛传颂。媒体不断挖

掘，角度巧妙转换，让胡兆富的事迹逐渐丰富，

形象逐渐丰满。这些报道让社会各界认识胡兆

富、学习胡兆富。胡兆富成为当今时代的英雄

模范，被评为浙江省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模范

退役军人 （已经推荐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笔

者梳理了胡兆富相关报道，到目前为止有四篇

作品比较有代表性，分别从四个角度展现了不

一样的胡兆富。

一、因时制宜挖掘典型事迹

胡兆富事迹较早见诸报端的时间是 2015

年。这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

《今日常山》推出“寻找常山抗战记忆”系列专

版。这个系列专版回顾报道常山人民抗日的相

关故事、日本侵略者在常山大地上灭绝人性的

兽行等内容，旨在铭记历史、开创未来。该专

版设置了“寻访抗战故事”“日寇罪行”等栏

目，《胡兆富：十五岁参加抗日队伍》是这个系

列专版的开篇之作。

在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的大背景下，这则

报道表现了胡兆富是个抵御日寇的小英雄，虽

然没有触及他参加解放战争的更多故事，但是

一个爱国爱家、机智勇敢、不怕流血牺牲的血

性青年形象跃然纸上。这在胡兆富系列报道中，

就像一部戏的开端，人物个性先声夺人地展现

出来，给人留下鲜明的第一印象。

2015 年这样报道胡兆富，是不是把“大人

物”写“小”了呢？非也。胡兆富更多的英雄

事迹是发生在解放战争时期，如果追求大而全，

势必会把更多的笔墨放在后来的战功上，那就

不符合“寻找常山抗战记忆”的栏目定位。即

使报道了他深藏功名的事迹，也不会形成强烈

的社会效应。好的素材有时需要捂，这时的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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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富先进事迹就像地底下的幼笋，在增加养分，

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破土而出。过早过度地挖

掘，可能就是对好素材的破坏。

挖掘好素材要把握开挖时机、追求用力精

准，既不能浅尝辄止，也要适可而止。这也体

现了新闻报道的时度效。

二、正面入手展现典型形象

2019 年，胡兆富的英雄故事得到各级各类

媒体充分的挖掘报道，首当其冲的是浙江日报。

这年 7 月 15 日，浙江日报头版头条以 《深藏功

名六十年》 为主标题，报道了常山县93岁老党

员胡兆富，是一位“张富清式”的英雄。这则

报道的社会效果非常明显，一下子让省内外的

干部群众全面认识了胡兆富。报道还得到当时

浙江省委主要领导批示，更加强化其社会效果，

在全省范围内掀起学习胡兆富先进事迹的热潮。

这时的胡兆富事迹被各级媒体广为传播有

其时代背景，一是 2019 年习近平总书记对 95

岁的老党员、原西北野战军 359 旅 718 团 2 营 6

连战士张富清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二

是 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三是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这则报道从

胡兆富战功赫赫却淡泊名利入手，表现其清清

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在不同的岗位上为

人民作出贡献，是名至实归的“张富清式”英

雄。抓住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契机，激发人

们追忆、缅怀为国家解放、民族独立而流血牺

牲、勇于奉献的革命前辈。在“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中，胡兆富是一个鲜活的榜

样。报道适时挖掘了这个典型不忘初心、履职

尽责的事迹，主题教育正需要这样的典型。

这篇人物通讯从正面入手，第一次对胡兆

富先进事迹作了比较全面系统的报道。这是采

写典型人物的典型方法。文章不仅报道了他深

藏功名，还深挖了他不抛弃一名战友、不放弃

一个病人等事迹，让一个淡泊名利、舍生忘死、

克己奉公的老党员形象站立起来，有血有肉，

感人至深。在合适的时机，抓住合适的人物，

运用合适的方法，开展大力宣传报道，是这则

报道成功的秘诀。

三、侧面烘托体现典型崇高

2019 年 8 月 5 日，新华社刊发 《60 岁，我

才真正认识了父亲……》 的报道，是从胡兆富

女儿胡玲对父亲的回忆和认识的角度采写的。

一张泛黄的登记证密密麻麻记载了父亲的众多

荣誉，让胡玲开始真正认识到：“原来我的父亲

在战场上，是一名战功赫赫的英雄！”“60 岁，

我才真正认识了父亲……”，这个标题很有嚼

头，足见父亲对战功隐藏得深，也表现女儿在

60 岁之后还接受父亲的教育。有矛盾有疑问，

可以激发阅读欲。

潜移默化中，父亲好像成为胡玲的灯塔，

指引着她向前走。年轻的胡玲选择护理专业，

希望自己跟父亲一样，在医疗岗位上治病救人。

这些都表现了胡兆富对女儿的言传身教。当胡

玲称赞父亲是“真正的英雄”时，胡兆富脸上

却露出一丝伤感，“真正的英雄牺牲了，他们走

了，我才被大家知道。我只是在完成他们未竟

的事业，守护当初的承诺，尽一名共产党员的

应尽职责。”胡兆富发自肺腑的话语，让人物形

象更丰满、更真切。

历史与现实交错推进，正面介绍与侧面烘

托综合运用，是这则报道的材料组织方法。父

女促膝长谈，既有胡兆富“激情燃烧的岁月”

的展现，也有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表

达，更有女儿受父亲影响，尊敬父亲、继续前

进的接力传递。“胡兆富也跟女儿谈起他战伤后

遗症的来历”“回忆起那个场面，胡兆富不禁潸

然泪下”，这些现实场景丰富了人物形象，揭示

了人物心理。“爸，在战场上您有没有怕死过？

是否有过遗憾？”“从不怕死，没有遗憾！”斩钉

截铁的回答更凸显了父亲的坚毅形象。多维度

的构建收获了多方面的报道效果。

如果说浙报的报道是正面登顶，那么新华

社的报道是在此基础上的侧向翻转。从父女交

谈的角度入手，引发跨越70多年的回忆，次第

揭开尘封多年的“秘密”。这样组织材料，让主

人公置身于家庭的温馨环境中，更加富有人情

味。女儿对父亲的再认识、对父亲的崇敬，都

从侧面烘托了主人公的崇高形象。

四、人物口述展现原生态典型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老党员、

老英雄再度成为媒体关注重点。杭州日报 5 月

11 日“寻找时代的红色榜样”栏目，专版刊发

采编经纬





BROADCAST

B
R
O
A
D
C
A
S
T

T
E
L
E
V
IS
IO

N

视听纵横2021·4

▲…
…

…

………

了 6000 多字的胡兆富事迹长文 《深藏功名 60

年》。这篇报道运用第一人称，以人物口述的方

式呈现，是对这个典型挖掘的又一次突破。

人物口述还原故事的现场。在孟良崮战役

中，指导员牺牲前把文件包交给胡兆富，有这

样的描述：“敌人已经把我围住了，他们站在山

坡上方，可能还看到了挂在我身上的文件包

……天有点黑了。我赶紧趴在地上，爬到山坡

前方那条河的岸边，不顾一切跳了进去。河水

有些冷，水流也很急，我顾不了那么多了，背

着文件包拼命往前游。游得太急、太快，我的

力气很快就要耗光了。最后我是被湍急的水流

冲上对岸的，我踉跄着爬起，不敢停留，拼命

往部队后撤的方向赶。花了一天时间，才找到

大部队，把文件包安全上交。”娓娓道来的讲

述，惊心动魄的场面，真切感人的情景，不加

修饰的记录，文中信手拈来、比比皆是。口述

方式增强了文章真实感、现场感和可读性。

人物口述表达细致入微的内容。胡兆富是

部队卫生员，医疗技术怎样？让他自己来说：

“比如头部包扎，要包得像帽子一样结实，伤员

的头怎么转都不会掉下来。你还要分清静脉和

动脉，血液的大循环和小循环，要弄清创口在

哪里，血是从哪里出来的，如果把血管堵住了，

反而会造成伤亡。”这样细致的表述，充分证明

胡兆富掌握的医技知识准确又娴熟。他不仅擅

长“战伤抢救”，还可以帮教徒弟。如果全文运

用第三人称，上述内容的表述就没有这样自然

流畅。

人物口述最大的优势是更适合直接表露当

事者的思想观念和内心独白。“哪怕前面是枪林

弹雨，也要不顾一切地冲上去，把战友救下来。

一个卫生员，最大的耻辱就是把伤员丢在了战

场上。”“经历过战争的人，在战场上浴血奋战

过的人，他们对生命的理解，对人生意义的理

解，肯定与一般的人不一样。”这些都是胡兆富

发自内心的“经典语言”，对表现其九死一生抢

救战友、想方设法深藏功名的形象，起到直截

了当的展示作用。

（作者单位：常山县广播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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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微信、微博等新媒体的出现，人人都

可以是“记者”。受众获得的资讯更多，“新闻

发布平台”也变得更为广泛。正面的、负面的，

真实的、虚假的，娱乐的、严肃的，有用的、

没用的等，几乎难以计数。但是，不管“新闻

发布平台”的形式怎样转换，受众终究更愿意

接受有意义、有价值、有趣味的新闻作品。

让新闻有效传播的最好方法是新闻写作的

故事化。这个最早可以追溯到美国华尔街日报

的写法，上世纪末被引入我国后，现在又有了

千姿百态的新发展。一条新闻快讯，能否把它

所包含的故事详尽地展现给受众，使其更具传

播价值更能吸引受众，这是摆在采编人员面前

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新闻故事化考验记者“四力”

人们是喜欢听故事的。一件新闻作品，如

果有故事、有细节，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那

它就会吸引受众。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就是

获得“故事源”的基础。

脚底板下出新闻。“涉浅水者见虾，其颇深

者察鱼鳖，其尤深者观蛟龙。”全媒体时代，信

息的传播渠道与方式有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受

众获取的信息呈爆炸式增长。在信息大容量且

快速传递的同时，由于一些碎片化的传播，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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