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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报业作品荣膺中国新闻奖一等奖
成为珠海建市至今获得最高荣誉的一篇新闻作品

□本报记者 廖明山

对于一名新闻工作者来说，
见证并记录港珠澳大桥一步步
跨越伶仃洋天堑，无疑是职业生
涯的幸事。但超级工程建设举
世瞩目，也是激烈的媒体大战。
作为地市媒体记者，我们想要在
媒体大战中突出重围，其实并不
容易。

非常幸运，我们交出了一份
不错的答卷。围绕2017年5月
港珠澳大桥全线贯通的报道，我

们在各级新闻奖评选中大放异
彩，几乎实现了各个体裁奖项的
大满贯。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
想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宣传思
想干部要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
力、笔力。在港珠澳大桥的媒体
大战中，不断增强“四力”，就是我
们的制胜法宝。

我们没有放过大桥建设的点
滴细节，成为对于大桥报道最为
详尽的媒体之一；我们在记者全
部撤离后重返现场，独家挖掘到
重新“深海穿针”的动人故事；我

们不断尝试给传统媒体来点新
花样，推出了让人惊艳的八个
整版大桥精美长卷；我们不断
探索融媒体报道的新玩法，推
出了引爆朋友圈的“深海穿针”
小游戏……

在这里，我特别想分享一
下，这次我们斩获中国新闻奖
一等奖以及两个广东新闻奖一
等奖的题材：一次“多”出来的

“深海穿针”。这是我们在媒体
大战中斩获的独家报道。事实
上，它源于我们在所有常规报
道完成后，对于新闻事件的持
续跟进——一次“多”出来的深
度回访。

2017年5月2日，港珠澳
大桥岛隧工程最终接头完成安
装，我和同事们与数十家媒体
一起现场报道。可谁也没想到
的是，在所有媒体撤离后，建设
者们因为对接精度出现一点微
小偏差，又披挂上阵重返伶仃
洋：移开最终接头，再来了一次

“深海穿针”。
建设者们这次秘密“返

工”，没有对外发布任何消息。
直到几天后，我们在所有媒体
撤离后，为了对这一事件进行

持续追踪报道，再次走上伶仃
洋上的施工现场，率先体验已
经贯通的海底隧道，才得知了
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听到了
这个惊心动魄的故事。

这是历时九年的大桥建设
过程中，建设者们第一次对外
透露的大桥建设的“不完美”。
但也正是这种“不完美”，将大
桥建设者的工匠精神展现得淋
漓至尽，更有力彰显出超级工
程建设中的精气神。

我们敏锐地意识到，这是
难得的好新闻题材。我们马上
重访相关当事人，还原现场，补
充细节。在报社领导的指导
下，字斟句酌，几易其稿。最
终，同一题材，一篇通讯刊发在
《珠海特区报》，一篇消息刊发
在《珠江晚报》。两篇报道出街
后引发轰动，受到广泛好评。

今天想来，如果没有报社
对于大桥报道的持续深耕，没有
对于新闻精品的耐心打磨，没有
对于脚力、眼力、脑力、笔力的孜
孜以求，这篇好新闻都无从谈
起。此次斩获的新闻奖项，是我
们报社共同的荣誉，也是我们报
社集体战斗力的最佳证明。

一次“多”出来的“深海穿针”与一次“多”出来的深度回访

□本报记者 陈新年

去年由我和廖明山一起采
写并刊发在《珠江晚报》的消
息稿件《创造港珠澳大桥的

“极致”》被评为第二十八届中
国新闻奖消息类一等奖。在我
看来，重大题材的独家新闻，是
靠记者用脚去“跑”出来的；重
大题材的好新闻，需要选择独
到的报道视角；重大题材的精
品新闻，要用大脑去“挖”出时
代精神；重大题材的获奖新
闻，更离不开报社领导的策
划、指导，还有编辑、校对的用
心，可以说是报社团队集体智
慧的结晶。

作为港珠澳大桥建设的见
证者、记录者、传播者，面对如此
荣誉，除了激动，就是庆幸和感
谢，庆幸自己生长在伟大的时代
和繁荣富强的祖国，感谢中国大
桥建设者对“最终接头”那点“微
不足道”的执着追求，更要感谢
信任、支持我工作的报社领导和
同事。

党的十九大开启了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我
们党领导的媒体也进入了新时
代。新时代的揭幕，为新闻宣传

工作拓展了广阔的空间，日新月
异的新时代，更为广大新闻工作
者提供了充足的新闻“富矿”。作
为全媒体时代的新闻工作者，一
定要时刻牢记并践行习近平总书
记对新闻工作者提出的要求，要
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
信、文化自信，要切实增强脚力、
眼力、脑力、笔力。

下面就增强“四力”谈谈我个
人的一点想法。

首先是强脚力。习近平总书
记曾说过，在路上，心里才有时
代，在基层，心里才有群众，在现
场，心里才有感动。因此，我个人
认为，新闻记者不仅让采访永远
在路上，要学会“站在田间地头找
感觉”，于细微处感受时代的变
化，而且还要站稳政治立场，增强
看齐意识，时刻与党中央保持高
度一致。

第二是强眼力，这就要求宣
传思想工作者增强对世情、国情、
党情、社情、民情、舆情的观察、判
断、辨别的能力。既见人之所见，
亦见人之所未见，练就拨云见日
的功夫，在大变局中辨是非、分真
假，能透过纷繁复杂的表面现象，
把握事物的本质和发展的内在规
律。

第三是强脑力，就是要坚
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以及相关的知
识来武装自己的头脑，在学懂
弄通做实上下功夫，提高思考
分析能力，提升新闻的深度和
高度。

第四是强笔力，就是要勇
于表达、善于表达、及时表达。
要做到语言生动活泼接地气，
用真情感染人，用活事例说服
人，用正能量鼓舞人，将思考与
发现转化为打动人的好文章，

让作品有影响力和可读性。
总之，新时代的新闻记者，

不仅要掌握写、拍、播等“十八
般武艺”，更要坚定“四个自
信”，增强“四个意识”，牢牢把
握正确政治方向，加强作风建
设，切实增强“四力”，用双脚丈
量大地，用双眼观察时势，用头
脑萃取精华，用手中之笔记录
时代，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
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
使命任务，为珠海“二次创业”
呐喊助威。

好新闻是靠记者用脚“跑”出来的

□本报记者 陈嘉平

2017年3月底，我在港珠
澳大桥跑线记者的口中得知，
大桥的沉管隧道有可能在一
个月内迎来最关键的一个工
程施工——最终接头安装。
这一工程不仅在项目进度上
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更因为
它需要在数十米深的海底完
成精确度在厘米级别的操作，
施工技术难度可想而知。

作为一名理工科出身的
媒体人，我对这样一个高难
度工程的新闻题材产生了本
能的兴奋。在我看来，单纯
通过文字和图片无法通透地
演绎什么叫“深海穿针”。彼
时 H5 产品在传媒业界方兴
未艾，我就觉得可以通过H5
的手段，做一款能够解释清
楚施工过程的小游戏，为“世
纪工程”献上一款有意思的
新闻产品。

在H5游戏中，我和创作
团队通过不同的互动设计，模
拟了最终接头出坞运输、放缆
下水以及最终对接等过程。
其中，最激动人心、也是难度
最高的最终对接过程，以释放
单摆的游戏形式呈现在读者
面前，让读者在一次又一次的
游戏中体会到“最终接头对接
准确率100%”的成绩是多么
来之不易。

《我为港珠澳大桥“深海
穿针”》这款H5游戏发布后24
小时浏览量即破两万，该游戏
对工程的还原度也得到了港
珠澳大桥建设团队的认可。
我们听到最多也最让我们高
兴的评价是：“玩了你们这个

游戏，现在明白这工程到底是
怎么一回事了！”能够通过作
品拉近读者和新闻主角之间
的距离，这是一份媒体人独有
的成就感。

在我看来，推动这一作
品获得成功的关键是坚持
创新——不仅仅是在产品形
式、表现手法上的创新，更重
要的是挖掘新闻题材内在的
亮点，找到新闻与读者之间有
效的连接方式，从而更好地展
现题材的新闻价值。在这款
产品中，我们观察到文字、图
片、视频等传统表现手法所无
法触及的表达空白，意识到可
以通过游戏互动的形式调动
读者的参与感，加深对新闻事
件的理解，“世纪工程”的惊心
动魄就这样从伶仃洋海底传
到了每一位读者的指尖。

获得中国新闻奖融媒互
动类三等奖这一荣誉，不仅是
对作品的肯定，更是对坚持创
新的新闻工作思路的肯定。
在这一思路的指导下，珠海特
区报社新媒体中心在过去的
一年里又陆续推出了金湾“跳
一跳”、珠海人才身价计算器、
堵车计算器等 H5 产品以及

“港珠澳大桥系列立体贺卡”
等文创产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随着
形势发展，党的新闻舆论工作
必须创新理念、内容、体裁、形
式、方法、手段、业态、体制、机
制，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面
对珠海这座新闻富矿，我们基
层新媒体工作者必需更加认
真细致挖掘新闻素材的新媒
体亮点和兴趣点，通过更多元
化的表达手段讲好新珠海、新
经济、新生活的新闻故事。

2017年4月，本报记者廖明山采访港珠澳大桥
海底隧道最终接头安装准备情况。

本报记者陈新年率先穿越海底隧道最终接头。

《创造港珠澳大桥的“极致”》一稿，刊发于2017年5月11日的《珠江晚报》。

本报记者陈嘉平体验式采访金湾区自行车骑行活动。

11月2日，由中华全国新
闻工作者协会主办的第二十
八届中国新闻奖、第十五届长
江韬奋奖评选结果正式揭
晓。珠海特区报社两件作品
获奖，其中《珠江晚报》消息稿
件《创造港珠澳大桥的“极
致”》荣获消息类一等奖，成为
珠海建市至今获得最高荣誉
的一篇新闻作品，为即将到来
的第十九个中国记者节献上
了沉甸甸的厚礼。

珠海特区报社的另一篇
获奖作品，是旗下新媒体“珠
海特报APP”制作的网络游
戏《我为港珠澳大桥完成了
“深海穿针”》，通过H5网络技
术的创新，实现了与广大网民
的互动，荣获中国新闻奖融媒
互动类三等奖。

“珠海特报APP”制作的网络游戏《我为港
珠澳大桥完成了“深海穿针”》。

坚持创新
才能不辜负每一座新闻富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