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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主题宣传

为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浙江之声推出

了特别策划的融媒视频项目 《大时代 好日子

——非凡“浙”十年》，以百姓视角反映这十年

的变化。该系列视频以第一人称讲述，由点及

面，以小见大，以人物说故事，以故事讲变化。

以代入感强、灵动轻巧的Vlog 视频形式，展现

宏大发展的历史背景下，“浙”里群众十年来的

奋斗历程和幸福感、获得感。

一、宏大叙事下“小人物”的精彩生活

深深的道理，浅浅地讲给受众听。浙江之声

在前期征集过程中，特别有意识地选取各行各业

的普通人物，通过他们平凡但不平庸的故事，体

现浙江人的踔厉奋发和活力之美。以小见大，把

宏大叙事和日常生活相结合。看似聊的是极为普

通的家常事，实则反映的是“浙江在高质量发展

中奋力推进共同富裕先行和省域现代化先行”大

背景下，群众生活品质的提升和幸福感、获得

感。比如，杭州余杭阿平夫妇开了家阿平面馆，

恰巧在杭州火车西站附近。随着未来科技城和城

西科创大走廊的发展以及火车西站的正式开通，

他们开面馆8年来越来越多的新面孔慕名前来。

阿平说：“仓前的变化就在他的面里”。再比如，

衢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杜泽糕饼制作技艺”代

表性传承人谢志雄，800多米长的杜泽老街一度

没落，他见证了老街改造提升后渐渐焕发出的新

活力。老街的涅槃新生也成为谢志雄们实现创业

梦想的新起点。

在选取人物时特别注意年龄段的区分，分别

聚焦“70”“80”“90”“00”后创业创新的群

体。《“苗二代”的花木情》讲述了长兴县泗安

镇 70 后“苗二代”付海艺的近十年奋斗历程；

《择一茧、织一生！

火了！》 聚焦 80 后

沈曙锋，他是浙江

桐乡人，回乡把蚕

茧和文创结合，创

出了自己的一片天

地；《躺不平、接着

拼！赚了》 聚焦 90

后上海交通大学硕

士研究生王丹丽，

2017 年放弃高薪工

作回义乌，打破传

统接棒卖围巾，年

入千万；《小物件、大未来！绝了》讲述00后浙

江大学在读博士陈天润发展3D打印产业，已经

得到多轮投资。这样不同的年龄分布，在各个年

龄层次中容易引起较大的共鸣。这组视频在浙江

之声微信、微博、微信视频号等平台首发推送，

同步在中国蓝新闻客户端、新华网客户端、央视

频移动网、人民日报客户端、今日头条等平台进

行了分发，全网播放量超2000万。

二、主题报道“轻量化”的创新实践

《大时代 好日子》这一视频项目从2021年3

月就开始推出，至今已经有近百篇，虽然每一季

的主题不同，但形式上一直坚持采用的是 Vlog

形式进行全流程策划、剪辑、拍摄，既保留了内

容主题特性，又在模式上做到了创新。Vlog 的

全称是Video blog，可以把它理解成视频博客或

是视频日记。过去人们用文字写日记，现在人们

逐渐习惯用录视频的方式来记录。拍摄者通常以

自己的生活日常为素材，拍摄剪辑后发布在网上

《大时代 好日子》：
““两个先行两个先行””的百姓表达的百姓表达

施晨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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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网友分享。在《大时代 好日子》 的整组视频

中，浙江之声都以当事人第一人称的视角来拍

摄和出镜，当事人对自己的奋斗故事娓娓道来。

作品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具有很强的“沉浸

式”观看体验，整体剪辑精致，重视叙事性，

很有代入感。比如，2021年3月29日推出的第

一期 《会直播、爱网购……浙江80多岁“网红

奶奶”的“触网”生活》，该条视频讲述的是桐

乡乌镇83岁的胡奶奶“潮生活”的一天，网购

舞蹈鞋便捷退换货、智能游步道上锻炼身体、

视频直播跳舞，还和“粉丝”们互动等。“网红

奶奶”和她所代表的“潮”一代老年人，“玩

转”数字化生活，极富活力和感染力。这说明

“互联网+”已经融入了浙江各个年龄群体的生

活，成了日常“数字化”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

部分。网友们纷纷评论：“好羡慕奶奶的生活”

“等我老了也要过胡奶奶这样的‘潮’生活”。

光这一条短视频全网播放量就超千万，还被国

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网信中国”微信公众号

在头条位置转发。

《大时代 好日子》视频VLOG在剪辑上也不

一味追求技术难度较高的“长镜头”，而是加快

了剪辑节奏，使视频拥有轻快、不拖沓的观看体

验，辅之以精心挑选的轻快音乐，让主题化的内

容“动”起来。比如，为迎接党的二十大召开特

别策划推送的 《未来农场里的 95 后“数字羊

倌”》。这条视频一开头就是快节奏的音乐配上

95后“数字羊倌”王晨晨的快闪镜头，穿制服、

电脑操作、手持扫码枪等画面切换频率很快，给

人耳目一新、活力无限的感觉。跟爷爷辈当年一

人只能养10头羊不同，现在王晨晨一个人就可

以管理近5万头羊，打开手机上的数字牧场平台

就能实时查看羊舍情况。整条片子，短短的2分

多钟，朴实的语言、动感的音乐、不输于高科技

大片的现场画面和特效，让网友纷纷感叹，现在

的数字化技术给农业带来的变化真的是翻天覆

地，王晨晨也成为湖州数字化农业的网红青年代

表。

三、内容渠道里“多元化”的传播推广

《大时代 好日子——非凡“浙”十年》系列

视频，除了一个个人物的 VLOG 在网络上传播

外，还以适合不同平台、以不同的新媒体产品形

式进行二次传播推广。比如，把蚕茧和文创结合

的沈曙锋、放弃高薪工作回义乌做围巾生意的王

丹丽、发展3D打印产业的浙江大学在读博士陈

天润等人的故事再次进行整合，做成#大时代

好日子——想当老板的浙江人#的话题短视频，

在微博上再次进行推送，取得了超过500万的点

击量。再比如，适合短视频传播的抖音、快手平

台，把人物VLOG再度拆条进行精细化的场景传

播，选择其中最具视觉冲击力的画面以10-30几

秒的短视频篇幅不等，多次进行推送。《一个小

笼包的“共富梦”》 制作了 4 个版本，讲述 90

后裘娜创办小笼包企业，用电商思维带动40多

人共同致富的经历，侧面体现嵊州小笼包行业上

百亿经济价值背后的浙江奋斗故事。再比如，把

杭州余杭阿平面馆的故事、未来农场里的95后

“数字羊倌”王晨晨、让传统手艺火起来的“自

然造物会客厅”等多个故事进行集纳，并以浙江

具有代表性的“茶叶”为灵感，设计出原创动漫

人物形象“茶宝儿”，以第一人称、拟人化的口

吻讲述十年来浙江的蝶变故事，推出《浙十年·

我和我的家乡》H5产品，反映这十年浙江在共

同富裕、经济高质量发展、数字化改革、文化、

生态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作品最后还设计“为

浙里”点赞的互动环节，收获近万点赞。内容生

动全面，形式既活泼又有互动，在多平台推出

后，这个H5作品总点击量超100万。

2023 年，浙江之声还会将 《大时代 好日

子》迭代升级，推出3.0版。紧扣2023年全国两

会、“八八战略”实施 20 周年、改革开放 45 周

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举办十周年等重要会议活

动、时间节点，全年开设子专栏《大时代 好日

子——我们二十岁》《大时代 好日子——我是行

业天花板》《大时代 好日子——我家住在“共富

路”》等，重点聚焦“90后”“00后”青年创业

故事、行业“大神”养成记和共同富裕示范区建

设的新探索，以第一人称视角短视频，充分展示

新时代下普通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

（作者单位：浙江之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