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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一带一路””背景下背景下
地方媒体如何巧讲中国故事地方媒体如何巧讲中国故事

——金华广播电视总台实践分析

创新实践

李 佳 彭丽民

摘要：讲好“一带一路”中国故事,是新时

代中国对外交流的重要战略举措,事关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与国家软实力的提升。众所周知，地

方媒体由于地域和其它条件的限制，很难深入

涉足这个领域，金华广播电视总台积极探索，

大胆策划、精心采编、连续推出了有影响力的

外宣报道，特别是选择义乌——世界小商品之

都这个外商云集的平台，及时准确报道这里发

生的新鲜事、感人事和励志故事，向世界巧妙

讲述“一带一路”中国故事。本文对这一实践

进行梳理分析，以资借鉴。

关键词：践行四力 “一带一路” 典型性

创新性

故事是新闻报道的血和肉。它不仅能够提高

作品对受众的吸引力,也是传统新闻报道在自媒

体时代最重要的核心竞争力。在践行习近平总书

记“四力”要求的新形势下，地方媒体如何讲好

“一带一路”中国故事，如何使报道在境外有吸

引力，以及如何让报道的主题、内容、形式都有

新的变化，金华广电总台对此进行了探索实践。

一、紧扣时代主题，通过小切口让重大题

材接地气

作为地方媒体，选取新闻题材，不光要紧

扣时代主题，还要学会重大题材落地化，讲好

本地故事，小角度反映大事件。

2020 年农历除夕，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

炎疫情打破了很多人春节期间的计划。医疗工

作者、志愿者、记者纷纷奔赴抗击疫情的第一

线。抗“疫”主题也成为今年新闻报道的重点。

作为地方媒体，如何落地，如何选取本地题材，

做好外宣报道，考验着每一位记者的功力。

疫情大考面前，众多媒体各显神通。春节

假期刚刚开始，金华广播电视总台立即召回新

闻口记者，着手制定疫情期间相关报道的计划。

有记者了解到，在义乌当地有一位阿拉伯籍的

医生阿马尔，他在做好本职工作外，还成为了

义务宣传员。从今年二月初开始，阿马尔与外

籍媒体连线，宣传中国的战“疫”经验。这一

定是个“落地”的好题材。烹饪的食材有了，

怎么样才能烹调出美味可口的大餐，接下来要

考验的就是记者的脚力、脑力和笔力。

由于时差原因，阿马尔与外媒的连线大多

数都在凌晨时分。5月20日午夜12点，记者蹲

点来到阿马尔家，全面真实地记录了阿马尔与

“俄罗斯在线”的一场连线。幸运的是，当天这

也正好是阿马尔参与的第一百场连线。拍摄完

毕后，已经将近凌晨两点了，记者不辞辛劳，

迅速回台里编写稿件，以最快速度在当天播发

了一条新闻短消息《百场直播 洋医生分享中国

战“疫”经验》。不出所料，反响强烈，节目播

出后，就受到卫视和央视媒体的关注。5 月 24

日，浙江卫视再次播出此条新闻。中央电视台

国际频道也十分重视这个题材，与本台记者合

作，共同制作了一部30分钟的专题片《外籍医

生阿马尔的传奇人生》，在央视频《中国缘》栏

目中首播后，两天内获得了58万的点击率，创

历史新高，成为 《中国缘》 栏目创建起来，点

击率最高的一期节目，并且超出第二名近一倍。

这个报道还受到了也门共和国驻华使馆的

关注，也门共和国驻华使馆代办艾哈迈德·默

罕默德·贾比尔接受了金华电视台记者的连线

采访。对方高度肯定了阿马尔博士分享的中国

战“役”经验，对也门本国以及整个阿拉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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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实践

家抗击疫情产生的重大作用。

一场成功的新闻报道所产生的社会效益，

显而易见。

二、选题精准到位，善抓“活鱼”让新闻

事件更出彩

只有增强“四力”，真正把基层当作最好的

课堂，把群众当作最好的老师，才能创出新意，

不断发现好故事，寻找新亮点，才能让新闻保

持鲜活。

记者是时代的记录者。时代的变化，往往

就是通过一个个鲜活的小故事表现出来的。能

否抓住这些生动的故事，取决于记者脚力的到

达程度。记者要奔赴一线“抓活鱼”。

浙江义乌是“丝绸之路”新起点，又是一

个国际化的商贸城市，每年有无数的外国人来

这里经商、追梦。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建设

的推进，义乌成了中国常驻外商最多的县级市，

有100多个国家的一万五千多名外商常驻义乌，

而每年到义乌采购的外商更是超过 60 万人次。

良好的外部条件，促使义乌外贸经济飞速发展，

也让这里成了一个新闻“富矿”。金华广播电视

总台记者，深入义乌国际商贸城和义乌各个乡

镇、农村、校园，在最基层了解社会实际，在

第一线增进人民情怀，以敏锐的感知力、洞察

力，寻找美好生活背后的奋斗故事，寻找群众

创造的新鲜经验和创新做法，讲好精彩的“一

带一路”温暖故事。

首先首先，，作品主人公的选取特别重要作品主人公的选取特别重要。。主人

公活跃新奇，抓人眼球，尤其是具备适合电视

表达的张力，作品就能增加可看性，离成功就

更近一步。

有一位在义乌开果汁店的埃及人，名叫莫

哈默德，他不仅会说中文，还与常来光顾他生

意的当地人学会了义乌方言。“老外义乌街头卖

果汁，还能全程飚义乌话”，这个题材本身就充

满了吸引力，而且特别适合电视媒体来表现。

2019 年金华电视台制作播出的专题片 《逐梦在

义乌》，以莫哈默德与顾客用流利义乌方言闲聊

的现场作为开头，迅速抓住了观众的好奇心，

让作品一开始就充满了喜剧色彩，同时也反映

出义乌这座城市的包容度，以及外商在这里能

游刃有余发展事业，搭上了中国改革开放这趟

快车的大主题。通过讲述小人物的故事，折射

出国家政策层面的大题材，十分讨巧，是地方

媒体的优势所在。《逐梦在义乌》 获得了 2019

年度浙江省新闻奖三等奖。

“老外”在中国的故事，其本身就有足够的

吸引力。如何从在义乌工作生活的众多老外中

选取最典型、最有新闻价值的那一个，其实考

验的就是记者的眼力。要有发现判断的功夫，

要有善于发现好新闻的敏感性。

再如金华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专题片 《非

洲老娘舅在义乌》，讲述了义乌市司法局在商贸

城设立的涉外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其中有一

多半的调解员都来自非洲，他们靠着自身语言

和种族的优势，既是在义乌经商的老外，同时

又担负着化解中外客商经济纠纷，维系中外友

谊的重要使命。记者通过记录几场调解工作和

几位非洲调解员的小故事，彰显了中外贸易的

频繁以及中外友谊的深厚，以小事件，折射了

宏大主题。《非洲老娘舅在义乌》 获得 2015 年

度浙江省新闻奖一等奖。

而《义乌“国际河小二” 抡起袖子加入护

水行动》 主人公是阿富汗外商阿兹兹，他是外

籍青年护水队的队长，“老外”也加入了“五水

共治”的行动，成为了河长。为了守护第二故

乡义乌优美的环境，阿兹兹还捐赠了 5 万元人

民币，购买了几十棵树苗，种植在义乌大陈河

边，并且组织护水队每月不定期展开护水行动，

去义乌各个乡镇宣传治水行动。

其次其次，，紧扣人性紧扣人性，，融情入理融情入理，，用情感动观用情感动观

众众。。有些新闻报道的虽然都是普通人和寻常事，

却能唤起社会的共鸣，原因就在于紧紧围绕真

情展开。比如金华电视台 《小马开讲》 栏目，

曾经播出过的专题片《中国妈妈》，讲的是非洲

尼日尔籍留学生阿多玛在一场足球比赛中突发

脑梗，导致偏瘫。由于阿多玛孤身一人在中国，

不仅医药费无着落，连个照顾的人都没有。为

了帮助阿多玛，义乌的中外商人自发捐款捐物，

轮流到医院照顾，联手演绎了一场爱心接力。

仅仅两周时间，就有上千名中外商人献出了爱

心，累计捐款十多万元。

在采访中，记者选取了一位典型人物——

义乌商人张月珍，她二十多天的陪伴和悉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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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让阿多玛恢复良好并深受感动。最终阿多玛

深情地称呼张月珍为妈妈。非洲小伙面前，一位

勤劳善良的中国妈妈被立体地展现开来。受众看

后热泪盈眶，被中外商人之间的友情所打动，被

独具义乌地方特色的温情故事所触动。《中国妈

妈》获得了2017年度浙江省新闻奖二等奖。

任何一则好故事、好报道都需要挖掘和探

寻。这些好故事、好报道还考验着记者的脑力，

也即判断和思考能力。记者要有清醒的头脑，

敏锐的判断，在重要的问题上把握好方向，才

能抓住好题材。

总之，心有多真诚，新闻就有多真。脚力、

眼力、脑力、笔力，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促

进的有机整体，是新时代新闻工作者综合素质、

能力水平、精神风貌的集中体现。只有实实在

在地践行“四力”，靠创意、拼实力、比干劲，

才能让故事更好看，内容更吸引人，才能更好

地提升新闻报道在海外的传播价值和落地效果。

三、善用体验式的报道，提高新闻舆论的

国际影响力

2014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国际友

好大会上提出“要重视公共外交，传播好中国

声音，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现一个真实、

立体、全面的中国”。①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

媒体不光要讲好中国人追梦、逐梦、圆梦的奋

斗故事，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还要

讲好外国友人在中国的故事，将一个全新的、

开放的、包容友好的中国展示给全世界。

专题片 《逐梦在义乌》 中，另一位主人公

哈米不仅在义乌经商，同时他还是全中国第一

个拥有中国拉力赛证的外籍车手。为了展现哈

米在赛场上驰骋，从画面中影射出追逐梦想的

既视感，金华电视台记者深入义乌拉力车队，

体验赛车手的生活。拍摄过程中，启用了无人

机、Gopro 等多种拍摄手法。这组画面紧张激

烈、引人入胜。深刻反映出了外籍商人融入中

国新时代发展大潮，实现个人梦想的全过程，

向世界讲述了中国是如何以开放包容的姿态，

为全世界奋斗者提供机遇，最终实现共同发展。

要孕育出高质量的报道，记者就必须沉下

心来，不怕苦，不怕累，带着真情融入到基层，

与采访对象成为朋友。只有脚踏实地奋战在火

热一线，切实感受报道中主人公的喜怒哀乐，

才能有“接地气”“冒热气”的优秀报道。

专题片 《非洲老娘舅在义乌》 为了真实展

现主人公苏拉调解的过程，记者也是深入义乌

涉外纠纷调解委员会，跟拍近半年时间，真实

记录了调解员们工作、生活的全过程。其中一

场埃及外商与义乌商贸城经营户的贸易纠纷调

解，从出现问题到矛盾冲突的爆发，非洲籍调

解员苏拉介入调解，直至化干戈为玉帛，经历

了六个月的时间。如果没有记者前期的介入，

长期的跟踪拍摄，就很难完整展现出来，也不

可能真实呈现出激烈而精彩的调解现场。该作

品中还有很多感人的细节。比如苏拉在调解中，

单独与埃及客商的沟通；陈津颜开心地抱着沙

迷的女儿；塞内加尔客商接受调解后，竖起的

大拇指等等。这些细节的展示，是因为有编辑

记者始终在做忠实的记录者，这为作品主题的

提升起到了生动的诠释作用。

当年，《非洲老娘舅在义乌》播出后，引发

强烈社会反响，中央电视台“走遍中国”栏目、

北京电视台、塞内加尔国家电视台、阿拉伯半

岛电视台等国内外众多媒体前来采访义乌涉外

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专题片中的主人公非洲

调解员苏拉还受到了塞内加尔国王接见。该专

题片最后在黄河电视台播出，将这个故事传播

到了海外，大大提高了义乌的国际知名度，提

高了新闻舆论的国家影响力，为中非贸易繁荣

发展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

实践证明，“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和世界

提供了增进了解、促进互信、加强合作的平台，

有利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也让沿线国家和人

民有了越来越多的获得感，为实现世界的共同

繁荣增添了不竭的动力。讲好中国故事，是新

时代新闻工作者光荣的历史使命。作为地方媒

体，就要利用“巧”劲，将重大主题落地化，

为观众献上一道冒热气、接地气、充满感情色

彩的新闻大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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