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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建“一带

一路”倡议10周年，浙江广电集团特别推出

全球融媒新闻行动 《筑梦丝路》，5 路记者跨

越五大洲，挖掘“一带一路”沿线与中国深化

各领域合作、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人文交流的

鲜活场景，生动讲好“一带一路”上的浙江故

事、中国故事、世界故事。笔者作为欧洲线的

主创，从自身经历出发，浅析跨国报道的技巧

和特点，为同类大型主题报道提供粗浅实践经

验。

一、权威采访，让表达气势恢宏

《筑梦丝路》系列报道中，既有各国对接

“一带一路”战略的政策介绍，也有名人政要、

专家学者的解读分析。名人政要具有天然的高

关注度，也有助于提升跨国报道的影响力，但

地方媒体想要接上头、说服对方接受采访，难

度并不小。比如，在欧洲线《两万里的双向奔

赴》一篇中，记者采访了中国驻西班牙大使、

马德里铁路南站站长以及西班牙IE 商学院学

术总监，约采三位“大咖”，都经历了一些曲

跨国报道如何讲好跨国报道如何讲好
““一带一路一带一路””的浙江故事的浙江故事

——以浙江卫视《筑梦丝路》为例

顾宁馨

都可以成为乡村短视频的优质内容。

“激活农业农村内生发展动力”乡村振兴

战略的实施阵地是农村，而核心力量是村里

的人，“人”作为乡村振兴的内部建设主体，

其参与性和认同感至关重要。乡村短视频的

创作主体主要是农民和返乡青年，大部分还

处于简单的经济利益驱动状态，缺少文化主

体身份意识，缺乏深层的思考和系统的引

导。乡村短视频创作主体审美经验的提升、

审美意识的引导，形成内容生产的正向循

环，才能激发乡土文化价值，构建身份认

同、乡土认同，形成乡村振兴的根本力量。

政府、平台、主流媒体需分别发挥治理、

引导、示范作用，打造和培育乡村短视频人

才，传播有故事、有创意、有温度的乡村文

化，推介乡土特色，助力更多“新农人”创

作者，构建起中国人独特的“乡愁”家园，

展现乡村蓬勃发展的生命力。在技术、文

化、商业价值多重影响下的乡村短视频，对

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乡村振兴、乡村治理

等都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作者单位：安吉县融媒体中心，现为浙江

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

指导教师：沈爱国，浙大城市学院新闻与传播

学院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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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在对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采访前，记者委托

西班牙青田商会进行了对接，并向中国驻西班

牙大使馆发送了采访邀请函，说明了采访意图

和提纲。在等待多日后，记者终于在采访间隙

接到了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的电话，告知大使

将在当天下午5点有空接受采访。于是报道组

重新安排采访行程，兵分两路，一路前往大使

参与外事活动的现场，等待他接受采访，另一

路完成原定的拍摄计划。而马德里铁路南站站

长则一度以会议多、孩子生病需要照顾等理由

拒绝了报道组的采访请求，记者联系“义新

欧”班列在马德里南站的工作人员，希望对方

帮助协调沟通，能否在站长开会间隙占用5分

钟时间接受1个问题的采访。报道组一大早赶

到马德里南站，一边拍摄，一边等待时机。在

临近中午时，站长被报道组的诚意打动，欣然

接受采访，对中欧间的贸易合作表达了自己的

见解和展望。而对西班牙IE 商学院学术总监

的采访，则因报道时间紧、任务重，无法赶到

他的工作单位。记者找到了这位总监所熟悉的

浙商朋友帮忙协调，说服他到马德里南站与报

道组汇合，高效完成了采访。他们都高度肯定

了“一带一路”倡议在中国和西班牙发展中的

重要作用。

纵观《筑梦丝路》各线路的报道，名人政

要与专家学者都起到了镇场作用。如非洲线

中，赞比亚奇利拉邦布韦市长、刚果（布）尼

阿里省多利吉市市长表达了对中非合作的肯定

与期待；亚太线中，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

新加坡工程院专家对中国与新加坡如何创新生

态、合作共赢提出了建设性意见；中亚线中，

哈萨克斯坦学者、中国驻波兰大使对中欧班列

如何创造更多共赢发展机遇，提出了各自的见

解。这些政府官员与权威学者的发声，让系列

报道视野更开阔、立论更扎实，主旨表达也更

具分量与说服力，也让此次跨国报道的国际影

响力大大增强。

二、人物跟拍，让故事动人心弦

讲好故事能提升报道的感染力，这需要记

者不仅善于挖掘故事，找到代表性的人物，还

要把采访做深、做细、做实。《筑梦丝路》播

出的 18 篇报道中，共采访了近 150 位与“一

带一路”倡议相关的人物。通过这些人物的鲜

活故事生动展现10年间“一带一路”倡议为

各国发展经济、增加就业、改善民生作出的积

极贡献。

例如，在欧洲线《色香味里的文化注脚》

一篇中，镜头对准了两位性格迥异的餐厅老

板。记者分别用两个晚上在西班牙最热闹的饭

点，跟着他们穿梭于餐桌和灶台前，记录中国

美食在西班牙大放异彩的故事。15 岁出国打

工、干遍了餐厅全部工种的浙江创业者郭坚勇

在马德里开了一家青瓦古墙、木门雕窗的火锅

店。在这家店里，外国人不仅爱上了涮锅、学

会了用筷子，还能在逢年过节参与中国传统节

日演出，不仅让火锅店收获了一批忠实的回头

客，也通过美食润物细无声地传播中国文化；

而从事高端餐饮的浙商周文淳，从无人问津的

中餐馆，通过搞促销、开设烹饪课、摆摊免费

试吃、创制新菜等方式绞尽脑汁留住外国人的

胃，还早早布局预制菜产业，成为欧洲最好的

小笼包供应商。在对两个人物的跟拍与采访

中，能看到他们各自对美食、对文化的理解，

也能看到这些海外浙商创业路上的韧劲，以及

美食在“一带一路”合作中对于传播中国文

化、寻找价值共鸣的作用。

欧洲线《工业动脉里的浙江血液》一篇则

聚焦了两家浙江企业的发展故事。深耕电机领

域的卧龙在收购德国企业啸驰后，两边面临制

造标准、文化差异、设计理念、技术理解等障

碍，磨合了整整3年。记者找到了在啸驰工厂

从业最久的中国人和德国人，分别跟拍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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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从一个电机绕组，展开讲述中德“混

血”产品曲折耦合的过程。在德国工程师托

马斯口中，记者抓到了他先后往中国跑了 5

趟，死抠生产工艺的故事，以及中德工厂如

何求同存异、培养默契的过程。另一家浙企

是做户外家具的永强，与卧龙不同，永强在

杜塞尔多夫并没有工厂，如何在画面冲击力

不够强的情况下讲好故事？记者在采访中得

知，因为销路太好，在偌大的展厅里，最新

的太阳能户外家具连一套样品都没有。于是

从这一细节开始回溯一家企业在亏损近千万

元后，绝地反弹、通过严苛的欧盟标准的逆

袭故事。通过这两家浙企在欧洲深耕实业、

在“德国标准”里想方设法站稳脚跟的故事，

浓墨重彩地描绘了“浙江制造”“中国制造”

的延展性与生命力。

与国内报道不同，跨国报道在讲故事的

过程中，面临许多客观因素的掣肘。比如语

言障碍，在欧洲报道组所到访的西班牙和德

国，当地人几乎都不会说英语，采访中需要

浙商进行转述，往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是国

内同类采访的两倍。因此，需要提前制定采

访计划，尽量精简采访问题。再如时间限制，

德国企业有着严苛的工作时间表，采访组下

飞机赶到卧龙啸驰工厂时，已是下午1点多，

距离工厂下班只有两个多小时，并且 4 点以

后，当地就天黑了。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完成采访、出镜、航拍等内容，给报道组带

来了非常大的压力。这就需要记者做好即时

分工、快速调整拍摄顺序。比如优先拍摄工

人作业画面、优先进行航拍和户外出镜画面，

最后完成室内采访。理性的拍摄安排和感性

的故事叙述相得益彰，才能实现高质量的跨

国报道。

在10年的时间跨度中、在全球的空间范

围里、在“一带一路”的宏大愿景下，小人

物的挣扎、企业的逆袭，都成为时空变迁的

一个缩影，由点及面、由表及里，由个性见

共性，呈现主题和立意，提升了系列报道的

感染力，也让国际社会对共建“一带一路”

倡议有更深的共识、共鸣与共情。

三、细节巧思，让报道回味无穷

《筑梦丝路》各路记者在采访中注重细节

的挖掘，通过主人公生动的表达、镜头抓取

的画面语言，让报道颇具记忆点。而这些记

忆点需要记者在采访中善于观察、勤于引导，

最终在恰当的时机巧妙呈现，给报道带来画

龙点睛的作用。

例如，在欧洲线《工业动脉里的浙江血

液》一篇中，浙商付伟军用“最起码一年能

给客户省下一辆保时捷”来形容自己开发的

退货系统带来的收益，诙谐而有说服力，也

体现浙商的聪明才智和钻研精神。不过这个

细节着实来之不易。采访对象是一位典型的

擅长做事、不善言说的行动派，在语言表达

上习惯有一说一、就事论事，然而一旦问到

收益的具体数据，又因为涉及商业机密无法

告知。这让电视报道的呈现效果大打折扣。

如何让不善言辞的采访对象说“人话”？记者

从仓库中的样品、表单等细节问起，让主人

公畅所欲言，在自己擅长的领域逐渐进入状

态。经过40多分钟事无巨细的交流，他慢慢

适应了镜头的存在，也打开了话匣子，像跟

朋友聊天一样笑着开起了玩笑，最终道出了

这句“省下一辆保时捷”的金句。虽然跨国

报道时间紧、任务重，但在采访中记者必须

自己先保持松弛的状态，从而带动采访对象

的情绪，引导对方卸下戒备，才能更好地挖

掘一些令人惊喜、印象深刻的细节。

在报道中，观众更愿意通过细节来理解

事件和背景。同时，这些记忆点也成为串联

起报道的关键线索。在《筑梦丝路》中亚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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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中，主人公用“像老太太牙齿掉得稀稀

拉拉的”来形容工业园里种下的第一茬玉米

因水土不服而颗粒无收的状况，这对当时遇

到的困境展现无疑，也顺理成章引出后来如

何突破与壮大的故事。非洲线用“像蜜蜂一

样的小虫多得就像帽子戴着”“会与猩猩等野

生动物擦肩而过”等细节还原了第一批工人

初到刚果 （布） 修路时的恶劣环境，与如今

原始森林中开辟出的大道形成鲜明对比，充

分体现中非共建“一带一路”的实质性成果；

亚太线通过斐济首都苏瓦市中心的“中国

亭”、中斐友谊大桥等细节渲染两国情谊，顺

利引出发生在这里“从无到有”的故事。

好的报道不仅能增强观众的代入感和沉

浸感，也经得起回味。通过设置精妙的细节，

《筑梦丝路》这样的大型跨国报道才能落地于

日常，有血有肉，有情有义。

四、行文雕琢，让情感历久弥新

《筑梦丝路》系列不管是标题还是结尾记

者手记，都对行文精雕细琢，每一篇都有各

自的地理属性和情感特质，呈现出百花齐放

的组合效果。

例如，欧洲线以《欧罗巴的梦想家》为

总标题，3 篇报道分别以 《两万里的双向奔

赴》《色香味里的文化注脚》《工业动脉里的

浙江血液》为题，展现在欧浙商在贸易、美

食、制造业的造梦故事。记者在撰稿前，需

充分了解“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以及报道

地的最大特色。如“义新欧”中欧班列的最

长路线是从中国到西班牙，全长13000多公

里，同时参考大家所熟知的凡尔纳的小说

《海底两万里》，因此有了《两万里的双向奔

赴》这一标题。而报道结尾记者手记中提到

的“两万里，不近也不远，因为有最长班列

让天堑变通途；10年，不长也不短，足以使

‘一带一路’的愿景走向实景，足以推动绵亘

千年的古丝绸之路焕发新的生机”，则从空间

和时间两个维度提炼了共建“一带一路”的

意义。还可以通过引经据典来提升行文的内

涵。比如，在撰写 《色香味里的文化注脚》

一篇时，记者查阅了古今中外关于文化与美

食关系的典故，择取了 《礼记·礼运》 的

“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引出“以食为媒，

文化就能在潜移默化中破圈，在更广阔的天

地流光溢彩；以食会友，胃能吃到一起，心

就有望连在一起”的观点，让美食与文化在

“一带一路”中的作用得以在富有文学色彩的

意蕴中体现出来。

此外，还可以通过双线类比的方式，将

主题和案例相勾连，达到互相印证的效果。

如 《工业动脉里的浙江血液》 一篇中，把

“德国制造”的历史与浙商们触底反弹的经历

作类比，展现“浙江制造”强大的内生动力，

也借此引出“‘浙江制造’正以强大的啮合

力，成为世界制造业的齿轮组，斗榫相戚、

生生不息”的美好现实与愿景。当然，在行

文中也可以结合时事，巧借热点。比如美洲

线的记者手记中特别提到了电影《寻梦环游

记》，展现浙商将梦变为现实的实力。

这些做法都以切合主题的风格对报道进

行了升华，这既是专业功底、能力和技巧的

体现，也反映出记者以观众为中心的报道意

识。优质的报道本质上是记者与观众的一场

对话，如果能让观众留下难忘的记忆，那么

这场对话就有效地实现了报道“留痕”，而这

种思维和情感上的痕迹能打破时空的限制，

让电视报道的力量历久弥新。

（作者单位：浙江卫视新闻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