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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奖，我们最好的节日礼物

2023年2月开始，封面新闻聚
焦“视觉贫困”现象，持续发布《揭
穿视觉贫困谎言》系列报道。今年
11 月 7 日，中国记者节前夕，第 34
届中国新闻奖评选结果揭晓，该系
列报道荣获新闻专题二等奖。

其实“视觉贫困”并非去年才
有，特别是在农产品销售中，“卖
惨”“苦情”戏码久已有之。

去年以来，多个所谓呈现凉山
“苦情”的虚假视频，在移动网络平
台广泛传播。石榴卖不出去，视频
主角贫病交加，主播“好心”帮助
……同样的剧本，不同的人物，最
终的指向都是直播带货。

记者随即针对此现象展开调
查，通过反复观看其中一个视频，
在画面中找到一个模糊的门牌号
——乐寨村 12 组 10，锁定视频拍
自会理，而会理正是以石榴闻名。

记者从攀枝花沿着353国道，
开车近 4 个小时来到会理市新发
镇乐寨村，一路打听找到了 12 组
10 号。经过对比，确认就是视频
的拍摄地。近 40 摄氏度的高温，
挨家挨户询问，最终找到了视频
中“贫病交加”的李金邦。他告
诉记者，博主看他衣服穿得不好，
给了他 400 元，手把手教他摆拍
了视频。

另一个“9岁男孩跟着奶奶卖
石榴”的视频，当时引起了更广泛
的关注。采访中，奶奶甚至认为
博主是在做好事，对记者戒备心
很强。

记者一步一步建立信任感
后，又通过村干部帮忙劝说，奶奶
才讲出了真相：家里根本就没有
种石榴，拍摄视频的人给了他们
3000 元，还送了些东西，让他们配
合摆拍。

凉山州是我国脱贫攻坚最难
啃的“硬骨头”之一，经过多年艰苦
卓绝的努力，到 2020 年已全面脱
贫摘帽。然而，凉山是一个“天然
的流量池”，时至今日，仍有各种声
音在“污名化”凉山，虚假的“视觉
贫困”就是其中一种。

怎样才是揭穿谎言最有效的
方式？只有找出无可辩驳的真相。

找到核心当事人，固定核心证
据后，封面新闻客户端连续刊发了

《云辟谣｜慈善主播在凉山给老人
发钱？老人：发 3000 元收回 2800
元，还找我借钱摆拍》等20余篇深
度图文和视频稿件。同时，通过新
闻评论、漫画、海报等形式，让报道
更加丰富。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主
创成员表示，只有找出真相，才能
真正击碎谣言。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周翼

2023 年盛夏，8 月 15 日，首个
全国生态日，封面新闻客户端发
布了《蜀道翠云 两千年见树如面
｜XR沉浸式新闻情景短剧》，借助
XR技术建构三维场景，联合四川
省川剧院，以川腔蜀韵演绎翠云廊
传承2000多年的生态传奇。

2024 年立冬，11 月 7 日，中国
记者节前夕，第 34 届中国新闻奖
评选结果揭晓，这个讲述千年传
承的守护故事，荣获融合报道三
等奖。

似乎，那个东奔西跑的夏天就在
昨天——在阳光最炽热的时候，我们
一群人，完成的一次酣畅淋漓的尝试。

广元古蜀道翠云廊拥有全世界
最大的人工古柏林，习近平总书记
称其“叹为观止”。繁茂古树，绵延
千年，背后是沿线官民的敬畏爱护
之心，是延续千年的“交树交印”等
制度。

于是，聚焦翠云廊，是太过顺
理成章的决定。

如何把一个天生的好故事讲
好？对于我们这个年轻的团队而
言，或许是这个作品最有价值的地
方。这是大家在表达创新上的一
次实践，也回到了记者的基本功

——如何将一个基本事实，或者是
大家关注的事情，做得能吸引人且
充满新意。

2023 年是微短剧爆发元年。
于是，在表达形式上，我们把握传
播趋势，将情景短剧用于新闻报道
中，将抽象的“官民相禁剪伐”“交
树交印”等用可视化剧情进行演
绎。尤其是川剧表演艺术家陈智
林一人分饰两角，与明代剑州知州
李璧穿越时空的对话，把剧情烘托
到高潮，发人深思。

“我们通过这个作品，讲述了一
个生态好故事。”团队的小伙伴们在
这个过程中有了很多关于“第一次”
做什么的经验。例如，第一次用
历史考究的眼光去核实服化道，
第一次现场布景，用尽身边所有
资源，包括办公室的大桌子、同
事桌上的台灯……

最终，《蜀道翠云 两千
年见树如面｜XR沉浸式新
闻情景短剧》兼具新闻性和
现场感，以扎实缜密的采访
内容和新颖的视觉交互设
计融合表达。对于报道团
队而言，这是一次深度挖掘
和表达创新的尝试，也是创
作更多传递主流价值的正能量

“爆款”的可贵经验，“相信未来
会出现更多将主流价值和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作品，共同讲
好我们的中国故事。”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杜江茜

11 月 7 日，第 34 届中国新
闻奖评选结果公布，《夹金山
上“斗”牛 一个藏乡少年的成
人礼》获得了新闻摄影类三等
奖。作为记者节的礼物，这是
对我 26 年长期关注的题材的
肯定，也是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长期以来对优质新闻内
容重视的体现。

26 年前，还是学生的我第
一次走进了被称为“熊猫村”的
雅安市硗碛藏族乡。当我按下
手中的快门时，没有想过，摄影
这个爱好将成为我今后的职
业，更没想到我和硗碛的缘分
会 持 续 那 么 久 ，至 今 仍 在 延
续。20多年里，我用100多次往
返、7 万多张影像，定格这里的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记录人
与动物的和谐相处、生态之美，
也和这里的乡亲们结下了亲人
般的感情。

20 多年前，从成都到硗碛
藏族乡，需要换乘3次班车颠簸
七八个小时才能到达，遇到暴雨
季节，在路上堵上一天也是常有
的事。如今，随着国道351线的
建成，路上的时间缩短到4个多
小时。2024年底，穿越夹金山的
公路隧道将贯通。届时，阿坝州
和雅安市宝兴县两地的通行时
间将减少1个多小时。

《夹金山上“斗”牛 一个藏
乡少年的成人礼》讲述的是藏
族少年勒尔甲的故事。

“照片拍得不够好，是因为
离得不够近。”我想，这里的

“近”除了指物理距离，也同样
包含心理层面上的亲近。

勒尔甲是我长期关注的当
地村民能卡曼夫妇的儿子。他
们恋爱之初，我们就相识了，看
着他们相爱、结婚、生子，我很
幸运地见证他们人生中的重要
时刻。能卡曼夫妇在发展过程

中遇到难题和瓶颈，也总会
向我征求建议。

勒尔甲出生后，按照当
地传统，能卡曼夫妇让我为
勒尔甲取了一个汉族名字，
并让他改口叫我干爹。

在记录硗碛的过程中，
我深刻感受到教育对民族

地区发展的重要性，也被当地
少数民族同胞积极向上的精
神风貌所感动。这个成人礼
不仅是勒尔甲的故事，同时也
属于所有努力追逐梦想的人。
我想，当勒尔甲今后生活中遇
到困难时，也能像现在制服牦
牛一样从容应对。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涛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李佳雨（右）
在广元翠云廊进行实拍。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涛在夹金山上采访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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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真相
用调查击碎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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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川腔蜀韵
演绎翠云廊的生态传奇

C

26年追踪藏族乡村
记录下少年的成人礼

2024年11月8日，是第二十五个中国记者节。11月7
日，第34届中国新闻奖评选结果公布，封面新闻三件作
品获奖。其中，《揭穿视觉贫困谎言》获新闻专题类二等
奖，《蜀道翠云 两千年见树如面｜XR沉浸式新闻情景
短剧》获融合报道类三等奖，《夹金山上“斗”牛 一个藏

乡少年的成人礼》获新闻摄影类三等奖。
“中国新闻奖，这是我最好的节日礼物。”《夹金山上

“斗”牛 一个藏乡少年的成人礼》创作者，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杨涛说。

让我们一同去看看，新闻背后的故事。

2024年11月8日 星期五 责编江亨 版式梁燕 校对张任姣特别报道

2023年2月，西昌市马鞍乡的肖婆婆正在向
记者讲述网络博主在当地做假慈善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