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鲁燕

随着新媒体的兴起，电视访谈节目
作为沟通大众与个体心灵深处的纽带，
其重要性愈发凸显，肩负起了传递真挚
情感、展现人生百态的重任。一个触动
心灵的访谈叙事，愈发依赖于脑力、眼
力、脚力与笔力的深度融合与发挥。这

“四力”不仅是传媒人的核心素养，也是
电视访谈节目制作团队提升内容质量、
增强观众共鸣的关键所在。本文将从

“四力”出发，探讨如何让电视访谈节目
中的“故事”更加走心。

一、脑力：深度挖掘，创新叙事
脑力，是电视访谈节目的灵魂，它

体现在对访谈主题的深刻理解和创新
叙事策略上。一个优秀的访谈节目，必
须拥有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刻的思考力，
能够从平凡中发现不凡，从表面现象触
及深层本质。

就拿朔州市融媒体中心访谈栏目
《朔说》其中一期《最佳搭档》来举例，朔
州市警犬基地，有35名警犬技术人员和
56头警犬，如何关注他们的日常工作，引
起大众的共鸣。我们在采访中就需要在
平凡的日常工作中，发现亮点和闪光点。

主题策划：在策划阶段，需围绕社
会热点、时代精神或人性光辉等主题，
精选访谈对象，确保故事具有代表性、
启发性和共鸣性。以《最佳搭档》为例，
在创作与编辑过程中，编导将主题寓于
故事之中，潜移默化地将主题渗透进公
众的心里。编导通过警犬技术人员和
警犬的日常工作中的翻越障碍、车辆缉
毒、箱包搜爆、搜捕、服从、扑咬等一系
列故事，从多个维度展现主题内涵。

叙事结构：创新叙事方式，打破传
统线性叙事，采用倒叙、插叙、平行叙事
等手法，增强故事的层次感和悬念性。
同时，注重情感线索的铺设，通过人物
内心独白、回忆闪回等方式，让观众在
情感上与访谈对象产生共鸣。

在《最佳搭档》中，编导采用了回
忆、内心独白铺垫警犬技术人员与警犬
的整条感情线，在突出日常训练的过程
中，加大故事的细节性，突出警犬技术
人员与警犬之间的情感细节，达到引起
共鸣的效果。

深度挖掘：在访谈过程中，主持人
需具备强大的引导力和提问技巧，通过
开放式问题、追问等方式，激发访谈对
象的真实情感和深度思考，挖掘出不为
人知的故事细节和人生哲理。

在《最佳搭档》的访谈部分中，编导
为了进一步挖掘嘉宾于波与警犬之间
的故事，以追问的方式，打开了嘉宾于
波的心扉，讲述了他从2008年来到警犬
基地后，自己与搭档警犬“无情”的故
事。他说希望自己的警犬搭档，就像四
大名捕中“‘无情’‘铁手’‘追命’‘冷血’”
一样，能够在执行任务中合作默契、所向
披靡，维护社会和平、正义。当他回忆

“无情”去世时的场景时，从不轻易喊苦
喊累的他，竟然在镜头前潸然泪下。

二、眼力：精准捕捉，细节制胜
眼力，是指电视访谈节目制作团队

在视觉呈现上的敏锐度和精准度。一
个生动的访谈故事，离不开对细节的精
准捕捉和精心编排。

画面语言：利用镜头语言讲述故
事，通过特写、远景、跟拍等手法，捕捉
访谈对象的表情变化、动作细节，以及
访谈环境的氛围营造，使观众能够直观
感受到访谈对象的情绪变化和故事背
景。在《最佳搭档》短片拍摄的过程中，
摄像师为了进一步捕捉到警犬技术人员
与警犬之间的默契关系，从他们完成日
常的一组训练，分别采用远景、全景、中

景、特写、跟拍等手法，拍摄到了警犬在
执行警犬技术人员指令时的忠诚度。尤
其在特写中，能够看到警犬紧盯着警犬
技术人员的一举一动，实现默契配合。
直观真实地感受到警犬技术人员和警犬
心有灵犀的训练状态和工作日常。

视觉元素：巧妙运用图片、视频资料、
动画演示等视觉元素，丰富访谈内容，增
强故事的可视化和感染力。例如，在警犬
技术人员于波讲述他的搭档“无情”的故
事时，穿插了许多相关珍贵的照片或影像
资料，能够迅速将观众带入情境。

色彩与构图：注重色彩搭配和构图
设计，根据访谈主题和情绪基调，营造
相应的视觉氛围。和谐的色彩搭配和
富有美感的构图，能够提升节目的整体
审美水平，增强观众的观看体验。

三、脚力：深入一线，亲身体验
脚力，是电视访谈节目制作团队深

入实际、贴近生活的体现。只有真正走
进访谈对象的生活，才能捕捉到最真
实、最动人的故事素材。

实地调研：在访谈前，编导带主持
人进行了充分的实地调研，了解访谈嘉
宾的生活环境、工作经历、性格特点等，
为访谈设计提供详实的基础资料。通
过实地了解，我们还发现一些预先未料
到的故事线索，例如警犬大队警员王志
雄的第一头警犬巴伦，见证了他的爱
情，一起执行任务时巴伦是如何在困境
中带着王志雄脱离险境等故事，进一步
丰富了访谈内容。

亲身体验：一般栏目团队，会在前
期实地走访的过程中，在条件允许的情
况下，编导及主持人会尝试亲身体验访
谈对象的工作或生活，如跟随警犬技术
人员走进警犬训练基地，参与给警犬梳
毛、喂食等，这种亲身体验能够加深对
访谈嘉宾的理解和共情，使访谈更加贴
近人心。

四、笔力：文字雕琢，情感共鸣
笔力，是电视访谈节目文案撰写

和后期编辑的能力，它决定了访谈故
事能否以最佳方式呈现给观众，引发
情感共鸣。

精炼语言：访谈文案需简洁明了，
避免冗长和晦涩的表达。精炼的语言
能够更快地抓住观众注意力，传递核心
信息。

情感渲染：通过细腻的笔触，描绘
访谈对象的情感变化，渲染故事氛围，
使观众在情感上与访谈对象产生共鸣。
例如，《最佳搭档》录制结束后，编导又将
采访中的所见所想形成文字，通过描述
访谈嘉宾和警犬的点滴故事，透过对故
事的描写和细节的捕捉，展现出新一代
警犬技术人员在困难面前的坚持和努
力，激发观众的同情心和敬佩之情。

逻辑清晰：确保访谈内容的逻辑性
和连贯性，通过合理的段落划分和过
渡，使故事条理清晰，易于理解。同时，
注重故事高潮的营造，通过悬念设置和
戏剧性转折，增强故事的吸引力。通常
而言，在 20 分钟的访谈节目里，一对二
常会出现“总有一人被冷落”的尴尬境
地。通过对整体基地和人物承担功能
的综合评估，编导发现警犬基地中两
位关键人物不管从情绪表达上，还是
事实陈述上，正好都可以互补，于是

“三人畅谈”顺利成型。从结果来看，
不管是片子还是文稿，都能发现《最佳
搭档》访谈对话感非常强，尤其是两位
嘉宾在和主持人交流关于警犬的相关
故事时，每个提问都温暖、感动。“三人
畅谈”的交流感无形中也让传播变得
更加平易近人。

文化价值：在文案撰写中，融入文化
内涵和社会价值，提升访谈节目的思想

电视访谈节目：以“四力”让“故事”走心
——《最佳搭档：走进朔州市警犬基地》的实践探索

□张智宙

语言作为新闻的 一 种 载 体 ，它
具 有 自 身 的 一 些 特 点 。 随 着 1940
年 12 月 30 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
正式开播，中国的广播事业有了一
个良好的开端。一时间，大大小小
的广播电台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人
们的生活当中。于是，“广播新闻”成
了一个热门词，直到 1980 年，党中央
提出的“四级办电视”的建设方针，对
推动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推
波助澜的作用，并且随着人们生活
水平的不断提高，电视也快速走进
了家家户户。这就要求所有的电视
新闻记者队伍提高自身素质，严格
要求自己，规范运用语言，不仅要增
强新闻语言的表现力，而且要为整
个新闻事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语言
环境。

电视新闻语言的三性
电视新闻语言应该具有哪些必备

的特性和专业特征呢？对于这一点，
新闻学研究界众说纷纭，归结起来，就
是它的“三性”，即“规范性、庄重性、鼓
动性”，“三性”在理论上，虽然并无什
么新的突破和建树，但介于当前一线
的工作人员在新闻工作中反映出的诸
多不规范以及语言修养方面的缺失，
不得不在此着重强调。

规范性

所谓电视新闻语言的规范性，主
要是语言（声、韵、调）、词、语法、语
流，都要符合普通话的语法规范，不
仅声韵调要准确到位，词汇、语法、
语流也要恰如其分。然而，我们在
收听收看新闻节目时，都会发现一
些外景记者不该有的错误和偏差，
列举如下：

⑴ 注意语音上的错误和缺陷。
如：“处理”、“硕果累累”中，“处理”是
两个上声，我们知道，两个上声在一块
的话，前一个的调应该相应的变化，而
很 多 人 却 读 成 了“ 去 声 ”，“ 累 累 ”
（léiléi）,应该读为阳平，而我们很容易
误读成“上声”。再如“横财”、“横祸”、

“横话”这类词中的“横”正确读法应为
“（hèng）不能读为（héng）；“曲高和寡”
的“和”（hè）不能读为（hé）;浙江“台州”
中的“台”不能读为“tái”,正确读法为

“tāi”;黑龙江“海兰泡”中的“泡”不能读
为“pào”，应该读“阴平”。

虽然记者和播音员的职责分工不
同，但是作为新闻工作者，作为传播
者，同样要注意新闻语言的运用和读
法，严格要求自己。因为作为传播者，
言行举止间体现的是公信力，所以记
者同样要用播音员的标准要求自己，
即使不能像播音员那样字正腔圆，但
是新闻语言的规范性是不容马虎的。
作为一位新闻工作者，这一点是值得
现在每一位同仁铭记的。特别是对于
电视新闻记者，维护语言的规范性，是
责无旁贷的。

对于语音上的缺陷和偏差，还主
要表现在词的轻重格式和语流音变
上，如“事物”、“政策”、“耳朵”、“事情”
等这些在新闻中常常出现的词，都是
读轻声的，这是不言而喻的，不能读成
中重格式，有些四音节词，像“极其珍

贵”、“绝大多数”等等，虽然在单读的
时候是“中轻中重”格式，但是在语流
中是应该发生一些变化的。

⑵ 注意停连欠妥，逻辑不明。这
类毛病不胜枚举，如“中央∕人民广播电
台”，我们会听到有记者在表述“中央
人民∕广播电台”。这就不由得让听众
理解为：“人民”还有“中央”和“地方”
之分吗？正确的表述应是在“中央”之
后加一个似停实连的小小的停顿，然
后一气呵成，不仅能和其他电台区分，
还能给人一种亲切感。

庄重性

庄重性，是说“我们在进行新闻语
言的写作时，必须保持端庄、郑重的态
度，在一些场景描述中要注意语流中
充满庄重可信的意味。”这是由电视新
闻语言的庄重性决定的，我觉得这一
点尤其对电视新闻语言特别重要，因
为据新闻本身而言，“真实”才是生
命。特别是在面对重大的突发性事件
中，电视新闻作为传播者，面对的是亿
万观众，因此，我们不仅要把新闻语言
的庄重性体现出来，而且要从记者的
仪态上体现出这一点，大大方方、自然
流畅地把事情说清楚，把道理讲明白，
以自己的真情实意去打动观众，引起
心灵的共鸣。即使是娱乐节目，也应
该在带给观众快乐的同时，注意语言
的运用。面对飞速发展的电视事业，
娱乐节目也要一方面注意语言运用的
合理性，另一方面也要把持好作为记
者的角色，达到收视率与节目的优良
风格双赢效果。

鼓动性

可以说，新闻语言的鼓动性是与
生俱来的，但是这种鼓动性会随着时
代的变迁而呈现出不同的内涵和形
式。就比如说在战争年代，从大的氛
围来说，当时的口号就是：“到农村
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去！”这种豪情是从辛亥革命、五四运
动、红军长征、延安时期一代代热血
青年身上一脉相承下来的，它不是属
于某个人特有的追求，是一种时代的
风尚，我不知道用今天的话来说算不
算是那个年代的“时尚”，但的确是代
表了当时年轻人的主流价值观，鼓舞
了一代年轻人投身到滚滚的革命洪
流中去。随着历史长河的不断涤荡，
时代形势变了，社会环境不同了，电
视新闻语言的鼓动性也要应和新时
代的主旋律。

在汶川特大地震的报道中，文字
间流露出的那种中国人在大灾面前
体现出的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决
心鼓舞了每一个人。很多记者在现
场直播中哽咽，正是那种高度的社
会责任感让他们将无声的语言文字
转化为一种无形的力量鼓励人们，
如何在厄运中化悲痛为力量，重建
家园。

当然，电视新闻语言的这种鼓动
性，在社会多元化的今天，必须要把握
好恰当的尺度和分寸，简单、过分的鼓
噪会招致人们的质疑和反感。而无动
于衷的呆板念字则会降低人们收听收
看的兴趣。

电视新闻语言，绝非人际交流的
日常谈话，应该有它基本的范式，要遵

浅谈电视新闻的语言特点 □祁智民

新闻语言的韵律美
汉语语言的韵律美不仅体现在诗

文中，在新闻语言当中也能运用。在
新闻语言韵律美的创作过程中，记者
要掌握汉语言的基本规律和语言表达
技巧，将创作情感与稿件要表达的内
容有机结合，并处理好整体和局部，重
点和非重点的关系。

我们可以这样说，新闻语言的韵
律美是源于汉语语言本身的韵律美
的，这种韵律美是有一定的可循规律
和基本的表现形式，如排比的运用、节
拍的处理等。这就为记者的表述创作
提供了大有作为的艺术天地。新闻语
言韵律美，需要我们用心体会，反复斟
酌，遵循语言创作的规律，使之焕发蓬
勃的生命力。

对于一篇新闻稿件，从局部来说，
抓住重点小层次、重点句子、重点词组
以及重点词，形成一支支小支流，这样
小波澜里孕育着大波澜，大语流里又
流淌着子语流，从而形成新闻语言的
韵律美。往往因稿件内容的不同，而
表现出的语言表达形式、语气的变化、
节奏的起伏所流淌出的韵律也是不同
的。所以说，新闻语言的韵律美是客
观存在的，是需要我们不断挖掘并让
它充分体现在新闻语言当中，使我们
的整个语言艺术更趋完美。

新闻语言与文学语言的异同
新闻语言与文学语言都属于语言

范畴，都是对现实世界的书面表达，因
而它们都具有书面语言的一般特性，
那就是“真实美”和“简约美”。但是，
新闻语言与文学语言毕竟承担着不同
的传达功能，又使得二者有着明显的
异质性。

可以这样说，语言是人们对客观
世界的表述，不同类型的语言是对不
同类型或不同层次的客观世界的呈
现。如果说新闻语言是新闻写作主体
对其所获得的新闻事实的呈现的话，
那么文学语言则是文学创作主体对其
文学素养的展现。从这里就可以看出
它们二者之间的异质性。新闻语言要
把新闻事实不带任何主观情感地传达
给受众，也就是说，这种语言表达的只
能是人们能清醒地意识到并且确实存
在的东西，而文学创作主体则完全可
以对这一件事情的感触升华开来，通
过主观情感的介入和丰富的想象将之
渲染称为一个离奇曲折、波澜壮阔的
动人故事，或者把它诗意化。在这里，
我们需要阐明一个观点，就是新闻语
言的倾向性。所谓倾向性，通俗地说，
就是新闻媒体在报道事实时所体现出
来的一种鲜明的立场性。这种倾向性
是不能否定的，因为新闻媒体作为党
和人民的耳目喉舌，“为人民服务，为
社会主义服务”，始终是每一个新闻人
的行为准则，新闻语言的倾向性多表
现为语言的褒义和贬义（即隐性词语）
的运用。如“美好、赞赏、伟大、丑恶、
批判、渺小”等，这一类词因其感情色
彩强烈而明显，在新闻中使用的频率
不算太高。相反，隐性词语在新闻中
时常出现，如2009年11月16日中国青
年网转载凤凰卫视的一则新闻，标题
是这样的：《烟台开查“楼垮垮”事件
中标企业疑“钦点”》，报道了烟台市汽
车站因为招标时相关领导违规操作，

导致工程质量不达标，给国家和人民
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新闻标题中的

“钦点”一词的隐含义就很明显了：相关
领导不举行公开招标，而是暗箱操作，
凭借权利来“指定”承包商，与民主公开
的精神背道而驰，报道者对这种领导

“独断专行”的做法的反讽之意虽未明
言，受众也能心领神会。但是，这种倾
向性与文学语言的主观思想成分不
同。文学语言的主观情感情绪，不着
重于事实的逼真，而是强调情感和想
象的逼真，新闻语言的美感力量主要
来自于其所承载的事实的巨大震撼
力，也就是事实的真实性和重要性。再
举一个例子，比如有这样一个问题：黄
河之水从何而来？新闻语言的回答
是：“黄河发源于青海巴颜喀拉山北
麓，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陕西、
山西、河南及山东九个省份，向东注入
渤海。”如果用文学语言就可以这样回
答：“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
不复还。”

提倡简约，是任何文体对语言表达
的高度要求。新闻语言和文学语言当
然也必须要遵循这一原则。新闻语言
要注重鲜明，文学语言注重含蓄，它们
二者不可本末倒置。如果说新闻语言
的鲜明侧重于毫不含糊鲜明地表现出
赞成什么、反对什么的观点以及对时
代风貌和特色的表达的话，文学语言
的含蓄的主要表现在形象和意境的创
造。苏东坡在咏西湖的诗中说：“水光
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
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无
疑是一首好诗，但是从诗中你不能直
接感觉到具体真实的西湖，只有通过
阅读“破译”这些文学符号，通过联想
和想象，才会在脑海中浮现出西湖的
美丽景象。所以对于读者来说，新闻
语言不需要高深的语言水平就能理
解，而文学语言就要求读者有一定的语
言知识和艺术理解力，否则就无法获得
艺术的形象。

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闻语言的表
意是直率的，文学语言的表意是含蓄
的。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一些新闻节
目中看到，新闻在叙述事实、讲述道
理和抒发感情的时候，直截了当，不
迂回婉转，更不含隐修饰。记者们在
进行新闻写作时，将事实传播给受
众，给人以清新、明朗的感觉。不仅
可以表达鲜明的思想感情，也能使受
众领会新闻工作者和媒体的思想态
度，更能体现无产阶级新闻真实性原
则。例如“共产党员刘胡兰英勇就
义”，这就是直率的语言，它一方面包
含了“刘胡兰就义”这个新闻事实，同
时又用“慷慨就义”这个词表明作者
和媒体对刘胡兰的死的这件事情的
主观评价，除此之外，并无他意。直
率的报道，正是因为没有矫揉造作，
所以能够给人以强烈的印象。而文
学语言多通过“意象”，曲折的表达作
者本意。如屠格涅夫的《门槛》中投
身革命的那位俄罗斯姑娘，作者正是
通过精心塑造这个意象，反映出十九
世纪七十年代一代俄罗斯革命者成
长过程中所经受的各种考验，勾勒出
当时俄国社会的基本情况，准确地传
达出他对革命的深切同情和对革命的
热情赞颂。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新闻语
言与文学语言的不同之处。至此，我
们便可以对它们二者的分野有一个清
醒的认识了。

（作者单位：朔州市融媒体中心）

浅析新闻语言的韵律美及其与文学语言的异同

深度和人文关怀。通过访谈故事，传递
正能量，弘扬社会主流价值观。

结语
电视访谈节目作为连接人与人的

重要媒介，其魅力在于能够深入挖掘
和展现人性的光辉与复杂。通过脑
力、眼力、脚力和笔力的综合运用，访
谈节目不仅能够讲述一个个生动感人

的故事，更能在观众心中留下深刻的
印记，激发思考，传递温暖。在未来的
发展中，电视访谈节目应继续坚持人
文关怀，不断创新叙事手法，提升内容
质量，让每一个故事都能成为触动人
心的力量。只有这样，才能在竞争激
烈的媒体环境中脱颖而出，赢得观众
的喜爱和尊重。

（作者单位：朔州市融媒体中心）

循它的“三性”——规范性、庄重性、鼓
动性。尤其是大众传媒业迅速发展的
今天，传媒主体更应肩负起媒体的社
会责任，坚决摒弃语言的低俗化和媚
俗化，让新闻语言焕发出它本来的生
命力。在电视传播中，记者在话筒前、

镜头前使用新闻语言，是在行使党和
政府以及人民给予的话语权力，不应
等闲视之，要让电视新闻语言在这个
飞速发展的时代以全新的姿态焕发出
夺目的光彩。

（作者单位：朔州市融媒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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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向科技产业化：
“增强自信、志存高远”

习近平总书记 2013、2018、2022 年
这三次到湖北考察，都高度关注科技创
新和产业创新。此次湖北之行，总书记
走进武汉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观看科
技创新供应链平台成功案例展示和科
技创新成果。

奔涌的创新潮，赋能于体制机制的
改革创新。这次来，不仅看科研机构，
也看将科研机构、高校、企业、创新资本
等汇聚在一起的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
人才链。

展厅内，科技创新成果斐然。高产
高蛋白玉米、电站巡检运维机器人、人
体肺部气体磁共振成像系统、“稻米造
血”、微创心肌旋切系统……在这里，打
通链条、整合资源，创新是汇众智、集众
力的水到渠成。

“你们用了多久孵化出来？”“成本
降下来多少？”“放在国际上看有什么优
势？”“和企业对接进展顺利吗？”总书记
兴致浓厚，详察细问间的关切，着眼的

正是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
中的关键问题。

近代史上，“我国落后挨打的根子
之一就是科技落后”。斗转星移。时间
行进到今天，党的二十大明确了到 2035
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党的二十
届三中全会为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
强、推动全面创新运筹帷幄。新时代的
中国，铸重器、辟新道，不断实现新的突
破。这背后，也有发展理念的深刻变
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不能盯
着由大呼隆、粗放式发展带来的总量增
长，而是要基于创新、加快绿色转型、推
动高质量发展。”

如果把科技创新比作中国发展的
新引擎，那么改革就是点燃这个新引擎
的点火器。省里汇报时有句话，给总书记
留下了深刻印象：“‘点菜的不吃饭，吃
饭的不买单’。这个形容的是过去有种
现象，教学归教学，论文归论文，创新归
创新。这种产学研脱节的情况必须改

变。”
中国式现代化关键在科技现代化，

而国家科技创新力的根本源泉在于
人。展厅内，来自不同大学、不同学科、
不同地域、不同行业的科技工作者和企
业家，济济一堂。“每次来都能看到新
突破。”习近平总书记有感而发，“科
技高峰和产业高峰都要靠我们自己
去攀登。我看好你们，看好中国的创
新人才，也看好我们的创新体制。要增
强自信、志存高远。世上无难事，只要
肯登攀。”

望向改革大潮
“鼓足干劲、奋发进取，久

久为功、善作善成”

调研，思索。
谋划，部署。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

事业，需要我们在实践中大胆探索。每

一次考察，每一场座谈，每一项擘画指
引，都有着深刻的现实指向、有着厚重
的使命担当。

不同的视角去看湖北之行，中国式
现代化湖北篇章的壮美画卷徐徐铺展。

从时间的脉络中看。
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第五次到湖北考察调研。2020 年新冠
疫情严峻时深入社区，到了2022年再赴
武汉，总书记又去察看基层治理的短板
是否补齐、安全的篱笆能不能扎结实。
这回来，他再一次动情回望那段铭刻于
史册中的时光：

“党中央一声令下，全中国驰援武
汉、驰援湖北。那些可歌可泣的过程，
我们每个人都亲历其中。英雄的武汉
人民、湖北人民，坚守着抗疫的决心、耐
心与担当，顾全大局。经过了这场考
验，今后我们遇到再大的风高浪急，一
样可以处理好。”

大智治制。习近平总书记也在观

察“还有哪些短板要补好”。压茬推进
的时间表，既有“统筹推进基本公共服
务体系建设和基层治理”的具体任务，
也有“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的长远谋划。

从区域大局中的战略位置去看。
党的二十大以来9场区域发展座谈

会密集召开，彼此交映、连点成面，九省
通衢、战略叠加的湖北又将迎来怎样的
新机遇？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
北”，写尽了吞吐山河的气势。习近平
总书记从全局谋一域：“你们联结东西、
承接南北。要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
展中奋勇争先，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
的重要战略支点。深化与京津冀、长三
角、粤港澳、成渝等区域合作，有序优化
产业布局。”

从新思想、新战略的落实上看。
2018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武汉

主持召开第二次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

会，“既治已病，也治未病”。湖北也是
南水北调中线核心水源地，丹江口水库
的水千里奔流，润泽豫冀津京。

水运连着国运。
省里的负责同志汇报了“一江清水

永续东流、一泓清水永续北上”的近
况。总书记明确要求：“产业绿色转型
与生态环境保护相辅相成，要把修复长
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着力建设
安全韧性现代水网。”

湖北还是长江的行洪走廊、蓄水袋
子，历史上水患频仍。“要完善长江汉江
防洪体系，确保江湖安澜，碧水东流，净
水北送。”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理念一以
贯之。

春秋更替，流星赶月，只争朝夕。
新时代新征程，湖北人民有了新的

方向：“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北篇
章”。起笔落墨，新的篇章就书写在物
阜民丰、万家灯火之中，在改革“一子
落”、创新“满盘活”的探索之中，在全局
上谋势、关键处落子的奋进之中。

这里有“极目楚天舒”的辽阔，有
“天堑变通途”的壮举，也会继续创造
“当惊世界殊”的新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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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创造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业绩”

朔
州
智
慧
通

朔
州
日
报

这
里
是
朔
州

投稿邮箱：szrbjzb@163.com 新闻热线：0349－6188033/6188018 广告热线：0349-6051009 印刷：朔州欣文印务有限责任公司（电话：0349-2021399）

本报地址：朔州市安泰街 1 号新闻大楼 发行单位：朔州市邮政公司 邮发代号：21-50 发行范围：全国邮政编码：036000 每月报价：32 元

朔
州
新
闻
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