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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原创 形成合力 强化融合

——河北日报社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全媒体报道的创新实践

王成果 贾 伟

2022 年北京冬奥会是我国重要历史节点的重大标志性活动，是党和国家的一件大事。

做好这一国际大型体育赛事的新闻报道，既是一项重大任务，也是一次大型全媒体报道实

战。河北是北京冬奥会举办地之一，河北日报社精心谋划北京冬奥会报道，创新呈现和表

达方式，打造原创精品，构建传播合力，强化各类元素融合，推出一批全媒体精品，探索

出一系列创新路径，为省级党媒在国际大型体育赛事中更好实现全媒体立体传播积累了有

益经验。

（一）打造原创精品——超前谋划、前后联动，实现遵守版权规则与传播效果最大化

的双赢

在严格遵守不使用冬奥赛事画面和不在冬奥场馆内及周边拍摄视频等版权规定的基础

上，在被允许的“自由活动”范围内，河北日报社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提前谋划制作、

打造原创特色，最大限度做好冬奥视频报道和传播。

发挥北京冬奥会举办地之一的优势，深入挖掘河北故事，打造精品微纪录片

2 月 4 日，北京冬奥会开幕当天，8 分钟的微纪录片《我们一起向未来》在河北日报客

户端、微博、微信等平台同步推出。该纪录片由河北日报社制作团队摄制而成。全片以跟

踪记录拍摄为主，选取张家口赛区气象服务团队、滑雪医生、造雪工人、志愿者等进行重

点跟拍，并广泛采访挖掘各行业冬奥服务保障故事。历时 3 年多，经过十多次修改完善，

真实记录了零下二十多摄氏度下，张家口赛区各冬奥服务保障团队的工作状况。

该纪录片严格遵守现行版权规则，在可操作范围内深挖实采、“吃干榨净”，最终呈现

的画面虽均为“历史镜头”，却生动呈现了“鲜活现场”，其中大量现场视频是首次公开

的独家画面，最终赋予了作品极强的现场感、纵深感和感染力，获得各界广泛好评，阅读

量达 1463.3 万次。

前后方联动，制作形象鲜活、解说生动、呈现及时的原创视频，提升“原创影响力”

作为以报纸为传统优势的媒体，河北日报社在北京冬奥会报道中持续发力，打造微视

频产品，充分利用张家口、北京和延庆 3 个赛区注册记者和外围记者现场报道优势，策划

推出《第一时间看冬奥》《我的冬奥日记》《第一视角聊冬奥》等特色微视频专栏，以记

者第一视角或由记者出镜摄制视频作品。

一方面，以最快时间向读者传递赛况信息、与读者分享观赛体验。如，视频作品《我

的冬奥日记 | 激动！亲眼目睹谷爱凌夺冠》《第一视角聊冬奥|“老武，加油！”背后

的感动》，没有赛场画面，均为记者出镜讲述所见所思，配以文字和图片，形成赛况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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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观点的完整呈现；另一方面，记者穿梭在志愿者之家、媒体接待站等处，充分报道服务

保障亮点、发掘河北元素。如，视频《第一时间看冬奥|张家口媒体接待站正式运营》，以

记者第一视角展示正式运营的媒体接待站，既反映了张家口赛区服务保障工作的亮点，同

时展示了站内模样、服务功能等，回应了网友关切，收到良好传播效果。

创作过程中，前后方记者编辑通力协作，实现了快采、快拍、快传、快编、快推，做

到了“素材当日拍摄，作品当日推出”。3 个栏目凭借年轻记者的生动解说、及时呈现，增

强了贴近性、互动性，受到广大读者欢迎与好评，总阅读量分别达到 1746.5 万次、2205.2

万次、161.9 万次。

（二）形成传播合力——发挥不同类型产品特色优势，形成规模化、长链条集成传播

态势

在前方记者力量有限的情况下，坚持内容一体化生产，实行“一体策划、一次采集，

多种生成、多元发布”。其中，“两个一”主要体现在，在统一谋划调度机制下进行创意

策划、采访协调、发布调度，将报、网、端、微、号各平台全部打通，采访、编辑和技术

力量共融互通，实现新闻资源聚合和多平台联合；“两个多”主要体现在，同一新闻资源，

以文字、图片、海报、视频等多种方式生成作品，众多发布平台和端口根据特色定位，分

时序、分梯次发布，形成规模化、长链条集成传播态势，增强传播效果。

围绕同一主题，根据不同的创意优势、制作周期、传播特点，采制不同类型新闻产品，

形成规模化组合报道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来自河北阜平的 44 个山里孩子走上舞台，用希腊语唱响奥林匹

克会歌。河北日报抓住每一个传播关键点，持续报道“阜平山里娃”的故事，把河北故事

讲出世界影响。

赛前，敏锐捕捉到这一线索后，报社提前 20 天开始谋划部署，统筹采访、编辑、视频

制作等各方力量，提前采集新闻素材，预制快讯和深度报道；当天，44 个孩子在开幕式上

一亮相，河北日报社新媒体平台在全国媒体中第一时间推出快讯，抢占第一落点；随后，

推出文图视融媒原创产品《阜平山里娃放歌开幕式》《阜平孩子上了冬奥会开幕式》，刷

屏朋友圈，当晚掀起宣传高潮，被今日头条等众多平台转发，仅报社自有平台阅读量就超

过 500 万次；次日，河北日报整版刊发深度报道《阜平山里娃放歌开幕式》，配发人物专

访《“我们为什么来山区教音乐”》，挖掘合唱团登上开幕式舞台背后的故事，讲述这支

来自山区的合唱团是怎样炼成的，以及他们用歌声传递的情感和对未来的瞩望，形成报道

规模；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后，报道团队进行再追踪、再挖掘，在新媒体平台推出后续报道

《马兰花合唱团最小成员！豆豆的排练日记来啦》《从含泪退出到补选归队，这朵小“马

兰花”的故事和歌声一样动人》，以简短轻快的微视频形式讲述合唱团成员的动人故事；

孩子们回家后，及时采制推出《开幕式上唱歌的孩子回家了》《阜平山区的“马兰花”回

家了，今儿晚上孩子们领红包、吃饺子、谈梦想》《小“马兰花”们畅想未来》等文图视

融媒产品；闭幕式上，马兰花合唱团返场表演，河北日报迅速推出报道《精彩冬奥|马兰花

合唱团返场歌声再亮鸟巢》《同一首歌|继开幕式后，阜平马兰花儿童合唱团又登闭幕式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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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童声齐唱再亮鸟巢》等一系列全媒体作品，再度刷屏朋友圈。数十篇（条）全媒体

作品，形成了有速度、有规模、有深度、有节奏、有影响的传播效果。

把控报道时序，由表及里、由浅到深、层层深入，实现传播效果的叠加放大

围绕中国选手摘金夺银，报社发挥内容生产优势和新媒体快速传播特点，从即时赛况

到幕后故事再到观点阐释等，全链条、全景式展现运动员的拼搏姿态、体育精神和青春风

采。

以备受关注的小将谷爱凌、苏翊鸣参赛过程为例：紧盯夺冠的第一时间，新媒体平台

迅速推出“荣耀时刻”海报《荣耀时刻——翊鸣惊人》《荣耀时刻——放手一搏》《荣耀

时刻——金牌“成人礼”》等，与读者分享激动人心的时刻。随后，根据前方记者发回的

文字、图片、视频素材，陆续制作推出融媒产品《创造历史！苏翊鸣获得北京冬奥会单板

滑雪男子坡面障碍技巧银牌》《微视频|激动！亲眼目睹谷爱凌夺冠》、抖音作品《谷爱凌

苏翊鸣再次出战，中国队加油！》、组图海报《“00 后”来了！“后浪”奔涌，彰显冬奥

会青春力量》，展示运动员赛场竞技、勇夺金牌的全过程。次日，刊发《爱凌飞天》《“翊”

飞冲天，实至“鸣”归》等深度报道，挖掘赛场夺金背后，运动员勇于拼搏、敢于挑战、

永不言弃的感人故事，站稳“第二落点”。同时，新媒体平台《冬奥快评》栏目推出《不

断超越自己，就是永远的“冠军”》，报纸栏目《记者观察》推出《赛场上的青春》等一

系列稿件，引发广泛共情、共鸣，及时有效进行了舆论引导。

报道涵盖快讯、组图、海报、视频等多种表达形式，涉及消息、通讯、评论等多种体

裁，及时、实时为读者“烹制”出了冬奥“新闻套餐”。

（三）强化元素融合——挖掘“冬奥+文化”丰富内涵，以中华文化、河北文化符号，

在国际赛事报道中彰显“中国式浪漫”和“燕赵魅力”

在北京冬奥会宣传报道过程中，河北日报融入传统节日、文化符号、民俗风情、河北

特色等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内容，呈现冬奥项目与中华传统文化的梦幻联动，

努力让冬奥报道更具“中国风”“中国味”“中国情”，向全世界展现燕赵文化的独特魅

力，折射大国文化自信。

“冬奥+节气”，展示“中国式浪漫”

2 月 4 日，北京冬奥会开幕当天，是中国二十四节气的第一个节气——立春。《值班老

总读报》原创短视频栏目推出《今晚，我们一起迎“春奥”》，由副总编辑担任主播，以

“春”和“冬奥”为主题，夹叙夹议，阐述冬奥与“春”碰撞带来的希望、温暖和力量，

表达对这届充满希望的“春奥会”的美好期待。制作推出新媒体作品《精彩冬奥 | “二

十四节气倒计时”中两次绽放，这 1600℃的河北铁花很美很中国！》，介绍了开幕式二十

四节气倒计时中，伴着春分、大暑节气两次出现的璀璨火花是河北蔚县的传统节日社火—

—“打树花”。

“冬奥+节日”，感受“双重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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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冬奥遇上中国年，参赛运动员、场馆工作人员、志愿者怎样过春节？河北日报以文、

图、视多种形式推出来自一线的报道——《聚焦北京冬奥会｜除夕备战忙》，以图片形式

展现运动员们春节期间抓紧备战、认真训练的场景，《第一时间看冬奥｜冬奥场馆里的年

味儿》《精彩冬奥丨更团结的冬奥会，更团圆的中国年！各国朋友赛区里这样“过大年”》

等，通过福字、春联、美食、“红包”等富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符号，展现“冬奥里有浓浓

年味，年味里有精彩赛事”的生动画面，带读者感受外国运动员、外宾对北京冬奥会和中

国年的“双重热情”。同时，将冬奥报道与元宵佳节报道有机融合，演绎别样的月圆家圆

人团圆。《值班老总读报》栏目推出《今晚，相聚在中国的月光里》，充分阐释“北京冬

奥会是穿越风雨的相聚、温暖心灵的超越、文化交融的舞台”这一观点，在团圆、团结的

氛围中凝聚开创美好未来的信心与力量。制作推出 H5 作品《当元宵节遇上冬奥会，这份烧

脑的灯谜等你来！》，将冬奥赛事藏在字谜中，赋予新媒体产品趣味性、互动性，受到网

友欢迎。

“冬奥+中国”，带来全新视觉体验

充分报道冬奥健儿比赛装备融入的中国元素，展示中国文化独特魅力。新媒体平台推

出组图、九宫格海报《冬奥赛场刮起“中国风” 这些运动装备很“中看”》，以图文形

式展示中国队选手谷爱凌的“金龙战袍”、武大靖的“华夏战神孙大圣”、王诗玥和柳鑫

宇的“只此青绿”等比赛装备设计中蕴含的中国元素和文化符号。九宫格海报总阅读量

1973.5 万次；推出稿件《“雪长城”劲吹“中国风”》，介绍云顶滑雪公园内的坡面障碍

技巧赛道上“雪长城”将万里长城融入场地设计的理念和过程。“雪长城”成为外国选手

眼中的“长城雪景艺术品”，展示了这一设计为该项目带来的全新视觉和文化体验。

“冬奥+河北”，绽放燕赵文化光华

将皮影元素和冬奥结合，推出微视频、海报等系列产品，打造爆款产品。如，将滑冰、

滑雪、雪车、雪橇等冬奥 7 大项运动融入开幕前 7 天的每日倒计时海报，被网友大量转发；

开幕当天，推出微视频《当皮影遇上冬奥会》，用绚丽的皮影动画结合酷炫的运动画面，

配合节奏感极强的背景音乐，让现代与古老、中国与世界实现“无缝衔接”。该作品被今

日头条、百度、澎湃新闻客户端等网站及新媒体平台置顶推荐，总播放量达 2.3 亿次。

同时，积极挖掘赛场内外的河北文化元素。如，聚焦开幕式亮点，先后推出文图视融

合报道《值得我们“狠狠”骄傲！北京冬奥会开幕式“河北元素”全版珍藏》《精彩奥运

丨这朵河北烟花，点亮中国人集体记忆中的“燃点时刻”》《“虎头娃”的“虎”来自蔚

县剪纸》等，以文、图、视结合方式向受众展示冬奥会开幕式上的烟花、“虎头娃”形象

等河北文化符号，展示河北深厚的文化积淀；报纸开设《非遗新韵》专栏，以图文相结合

的形式报道蔚县剪纸、衡水内画等河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冬奥题材艺术创作，通过《蔚县

剪纸：讲述一座城的“冰雪奇缘”》《葫芦烙画：小葫芦描绘大乾坤》《衡水内画：方寸

天地绘冬奥万千气象》《武强年画“雪”意浓》等稿件，展现富有燕赵地域特色的古老非

遗项目与冰雪文化相融合的创新创意作品，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得更远、更深入人

心。（作者王成果系河北日报报业集团总编室编辑，贾伟系该集团副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