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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王若辰

  不一样的融媒报道：从“三明治”

到“佛跳墙”

　　据知名足球数据网站 Squawka 统计，

C 罗职业生涯进球数达到 759 个，超越球

王贝利，与奥地利名宿约瑟夫·比坎并列

足坛历史射手榜第一。

  不过有个人可能心情比较复杂———

那就是球王贝利。巴西老球王的社交媒体

简介上写着：“历史第一射手（1283 球）”。

这事到底老球王怎么想，咱也不知道，咱

也不敢问。

——— 节选自

《追光|C 罗出的

算术题——— 无解》

　　 C 罗和贝利，谁是足坛第一射手？一道加
法题，因为统计方法的不同，还真就无解了。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但传统的体育报
道很少以此作为选题。但它进入了 2021 年新
华社体育新闻编辑部全新推出融媒栏目《追
光》。只看标题，你也能感受到这个栏目的个
性———《C 罗出的算术题——— 无解》《薛定谔的
东京奥运会》《2020 翻篇！神秘“小红人”带你
冲向 2021》……
　　“融媒时代，体育报道要来点不一样的。”新
华社体育新闻编辑部主任许基仁说，推动主力
军全面挺进主战场，新华社的体育报道要更加
面向网络、面向青年、面向国际。
　　制作一篇融媒报道需要几步？不同于给传
统的文字报道配上几张图、插入一段视频的物
理式三步走，《追光》栏目的报道从源头端策划
开始就“融”字当头。选题要贴近受众、关注度
高，采访素材要图片、视频并茂，文案写作风格、
图片视频漫画表情包等等元素的运用要适应移
动端阅读特征和年轻人阅读偏好……也就是
说，不做简单的“三明治式”融媒报道，而要“烹
制”各种“食材”融为一体、还能“引诱”受众“食
欲”的“佛跳墙”。
　　栏目的融合也带来了才华的融合。“过去我
们是靠融媒人才‘单点突破’‘独木撑林’，现在
要‘集团作战’‘多木成林’。”许基仁说。《追光》
栏目采用“工作室”机制，英雄不问出处，只要有
兴趣，都可以参与其中。
　　“工作室给了我们很大的试错空间，让我们
能畅快淋漓地开脑洞，充分挖掘自己的潜力。”
年轻记者卢羽晨说，偶尔一些老同志会拿着报
道来问年轻同志，这个“梗”是什么意思？
　　“不过很快，老同志玩‘梗’会比我们还

‘666’。”卢羽晨说，“大概是因为体育人总是乐
于拥抱新事物。”

《追光》怎么“追光”

　“可以庆祝了，沙佩回到甲级了！”

　　经历空难、降级、主席去世……沙佩

科恩斯的回归，完完全全依靠自己的力

量。这支巴西南部的球队被人们记住，因

为他们曾经遭受苦难：2016 年 11 月 28

日，麦德林空难，71 人遇难，6 人幸存，全

队都在飞机上的沙佩科恩斯仅有 3 名球

员幸存……

　　然而 2020 赛季是更加艰苦的一

年……

——— 节选自
《历经磨难，
那支遭遇空难的
球队浴火重生！》

　　《追光》，为什么是“追光”？
　　这基于编辑部对体育的理解。“体育不仅给
人愉悦的享受、生活的激情，更多的是给人希
望，能起到教育的功能。”新华社体育新闻编辑

部副主任周杰说，“就像沙佩科恩斯队，历经重
大挫折还能顽强站起来，重新生长。”
　　就像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所说，在疫情肆
虐、全球维艰的当下，奥运会就是“黑暗隧道尽
头的一束光”。编辑部给这个崭新栏目起名字
时，便想将体育的激情、生机和国社的社会责任
感，融进一个“短小简练、有炫酷感、还不能俗”
的词汇里。
　　“追光”，这个泛着理想的光芒的名字，无形
中为栏目树立起高标杆。新华社体育新闻编辑
部融发中心主任彭东笑称，自己现在的工作就
是“寻找、等待与压力山大的循环播放”。
　　寻找大量的选题，筛选最好的选题，等待更
好的选题，还要经常“拷问灵魂”：这篇报道追到

“光”了吗？找到契合受众兴趣的“点”了吗？明天
推送什么？还有多少“余粮”？
　　“压力很大，”彭东顿了一顿，深吸一口气，

“又很有意思，觉得大家的辛勤付出很有价值。”
　　为与新媒体节奏相适应，《追光》栏目每日
更新。不同于以往每逢重大事件、重要节点推出
重磅融媒产品，《追光》致力于将融媒产品日常
化。“这也形成一种倒逼，通过一个融媒栏目打
造一支融媒队伍。”许基仁说，现在编辑部办公
高效、专注度提高，干劲十足。“日更就是生产
力！”
　　擅长画漫画的，善于“抖包袱”的，“网言网
语”说得溜的……不拘一格“冒”人才。“这个栏
目让我重新认识了很多同事，发现了他们放飞
自我、多才多艺的一面。”彭东说。

体育+新闻，而非娱乐+八卦

　　有人要问了：“和朋友运动一下，还能

闹上法院？”

　　真的能。

　　假如你在运动中不小心误伤朋友，对

方提出索赔，赔？还是不赔？

　　朝阳法院告诉你，不用赔！（看到“朝

阳”二字，有没有虎躯一震？但是注意了，

这里没有群众）

　　 1 月 4 日，备受关注的“民法典首案”

开审，起因是 74 岁的原告与被告在某公

园进行羽毛球 3V3 赛时，被击中右眼，致

使右眼接近失明。原告诉至公堂，主张对

方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

等各项费用。

——— 节选自

《打球误伤球友，

法院说了：不赔！》

　　聚焦民法典首案、昆明“运动门诊”、健身房
“跑路”……打开新华社客户端《追光》栏目，你
能看到体育界的大千世界，但也许看不到满屏
的篮球明星、豪门球队、热门比赛。
　　“我们做的不是娱乐产品，而是新闻产品。
我们也不提供八卦消息，‘追光’不是‘追星’。”
许基仁定调鲜明。
　　既是新闻产品，就要传递信息，引导舆论，
传播正确的价值观，提供专业解读。对媒体融合
颇有研究的周杰认为，融媒时代新闻工作者的
竞争力不在于特别会做动图、剪视频，还是在于
专业优势，专业性带来权威性。
　　“新华社的体育报道具有专业深耕优势，专
家型记者多，能够做出富有思想性和人文价值
的报道。”周杰说，“内容的专业性和权威性，人
有我优、人优我精、人精我活的自我突破，才能
为国社的体育报道凿出‘护城河’。”
　　国社招体育记者有什么要求？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外语好，能胜任国际采访。遍布全球的分社，
也赋予了新华社体育报道的国际化优势。巴西的
足球、北欧的冰雪运动、日本的体操王子……海
内外记者联动，天涯资讯若比邻。《追光》融媒报
道带动了传统中英文报道质量的提升，对新华社
体育新闻对外报道也起到补充作用。
　　“《追光》是开放的，不定位为人物报道，也
不只是讲故事，它就是当天体育界的头条。”彭
东说。
　　这不是编辑部的一厢情愿。在新华社客户
端上，《追光》栏目几乎每篇报道的浏览量都超
过 100 万，还多次“上热搜”。

“疫情没有荒废体育记者的事业”

　　牛年将至，任务繁重，中国体育将发

扬“三牛”精神。

　　昆明市官渡区白汉场中心学校的体育

教师毕首金，就是一个勤勤恳恳、为民服务

的孺子牛。但在学生们眼中，和蔼可亲的毕

老师更像是拥有“魔法口袋”的机器猫。

　　 1984 年，毕首金来到白汉场村执

教。几个破损不堪的球拍，一个严重漏气

的皮球……这所农村小学严重匮乏的体

育器材，揪疼了他的心。很快，毕首金推

出了第一款发明——— 板鞋。

　　用 PVC 管弯成呼啦圈，用小药瓶和

麻线合成跳绳，用废篮球皮剪成围棋

子…… 37 年来，毕首金用神奇的双手制

作体育器材 100 余种，总计 11600 多件。

　　

——— 节选自

《中国体育人

的 2021》

　　 2020 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似乎为
国际体坛按下了暂停键，举世瞩目的东京奥
运会被迫推迟，许多赛事也陷入停摆。体育界
无新闻了吗？
　　体育新闻人可不同意。过去一年，赛事报
道少了，但居家健身、体育科技、体育旅游、体
育产业、体育教育、生态体育、体育法律法规
等方面的报道渐入公众视野。“十四五”规划
等国家战略、红头文件中也多有关于体育强
国、健康中国、体教融合等方面的内容。
　　“过去我们报道的重点放在竞赛体育上，而
实际上体育是很宽广的。疫情带来的暂停，给了
我们时间思考、学习和调研。”周杰说，疫情是坏
事，但也客观上促进了体育报道、体育新闻人才
的全面发展。“不再只盯着赛事，记者的眼睛就
能更多地看到：体育在基层，体育新闻在群众
中。疫情没有荒废掉体育记者的事业。”
　　其实，越是艰难时刻，人们越需要体育，
需要从体育中获得力量和慰藉。过去一年，卢
羽晨感受到另一种忙碌。
　　“过去忙着搭乘各种交通工具赶往赛场，
现在忙着记住一串串邀请码、进入在线‘会
场’。出差少了很多，过去收拾行李的时间，现
在用来检查设备电量够不够。”卢羽晨说。
　　商业赛事快速复苏，风头正劲。中国首个
UFC（综合格斗冠军赛）世界冠军张伟丽成
了“出圈”明星，2020 年 3 月 8 日成功卫冕
金腰带后，她站在八角笼中央说：疫情是全人
类的事，希望大家共同努力，战胜疫情。

充满科技范儿甚至未来感的体育

　　“冰丝带”全冰面面积近 12000 平方

米，不仅大，而且有望成为“最快的冰”，

让冬奥健儿滑得飞起。

　　“最快的冰”背后，当然少不了“黑科

技”的加持。

　　经过科技攻关，国家速滑馆不仅成

为了全球首个采用二氧化碳制冰的冬奥

速度滑冰场馆，并且在两个最关键的设

计方案——— 制冰系统的集成设计、冰板

结构设计上取得实用新型专利，提出了

这项技术的“中国方案”。

——— 节选自

《完工！它可能是

冬奥史上“最快的冰”！

———“你不知道

的冬奥”之一》

　　“冰丝带”“雪如意”“冰玉环”“冰雪走

廊”……随着北京冬奥场馆、交通基建日益完
工，这场中国人“家门口的冬奥会”脚步越走
越近。
  这是国际体坛盛事，也是体育新闻人的
职业“高光时刻”。体育科技，就是一座报道
富矿。
　　 1 月 2 日，国人还沉浸在元旦假期中，
多名运动员在我国自主设计建设的国内首
个 H S 1 4 0 跳 台 训 练 场 地 上 ，顺 利 完 成
首跳。
  这个首跳，是在我国首个自主设计的风
洞实验室的科技保障支撑下完成的，这个风
洞实验室能够用世界最先进的跳台滑雪训
练 方 法 ，帮 助 运 动 员 更 精 准 地 改 进 技 术
动作。
　　“体育运动充满科技范儿，甚至未来感。”
许基仁说。
　　拿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例，它有一个
漂亮流畅又不规则的外型，外观玻璃每一块
都不一样，这就让施工异常复杂，不能拼错
一块。
  如 何 提 高 施 工 效 率 ？给每块玻璃都
贴上二维码，工人一扫二维码，就知道
这块“拼图”应该放在哪里 ，十 分“ 智
慧”。
  并且，“冰丝带”作为一个比赛场馆，不能
遮挡观众席的视线，所以建成了一个 2 万平
方米的无立柱空间，用钢量也仅为传统屋顶
的四分之一。
  这个偌大优美的建筑，就是力学之美、工
艺之精的化身。
　　羽绒服如何既保暖又透气，还能防水防
风？如何给滑雪板选蜡、打蜡？什么样的跑鞋
能让你跑得更快更远？体育科技无处不在，这
样的报道，就问你喜欢吗？

  冬奥会时，新华社记者要带着

滑雪板去采访

　　赛场上，她是帅气无敌的冠军———

2019 年澳新杯，夺冠；2020 年冬青奥会，

两金一银；2020 年世界杯卡尔加里站，

两金。

  ……

　　“我的职业生涯最大目标是冬奥冠

军。”

　　“我热爱滑雪，我热爱胜利，但归根

结底，我想最大的成就应该是能够影响

激励更多的人。”

　——— 节选自

《IOC 也好奇，这个

“别人家的孩子”》

　　前不久，国际奥委会官网专访了中国自
由式滑雪运动员谷爱凌。
  这位 17 岁的中美混血姑娘，也走进了

《追光》栏目。
　　谷爱凌也许不知道，这几年，有一批新华
社记者，也像她一样在练习滑雪。
　　为了备战冬奥会报道，新华社体育新闻
编辑部从 2018 年起，专门举办培训班，训练
体育记者滑雪。
  “有些比赛在半山腰上，靠两条腿或者缆
车会很被动。摄影记者要选择最佳拍摄点，更
需要实现‘位移自由’。”许基仁说，冬奥会时，
新华社记者要带着滑雪板去采访。
　　 2020 年 1 月，冬青奥会在瑞士洛桑举
办。编辑部派去很多记者做报道，这也成了新
冠病毒大流行前编辑部参与的最后一场大型
国际赛事采访。
  这次报道，也是新闻国家队为冬奥会报
道练兵。
　　“我们现在还培养记者做导演，拍专题
片给大家看，还请大家多捧场。”彭东笑眼
带光。

融媒时代，体育报道可以这么“追光”
揭秘新华社体育部系列融媒报道《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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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城市穿上“防护服”

  扫描二维码，听
张文宏们谈公共卫
生“金点子”

别急，我在“通话”中的通化

  扫描二维码，看电话串
联出同心战“疫”的景象

大数据支招，年货买什么更“牛”

  扫描二维码，看看你买
的年货“上榜”了没

动画科普：新冠病毒疫苗知多少

  扫描二维码，看看关于
新冠病毒疫苗，我们需要知
道哪些知识点

备战春运进行时：行动在子夜

  扫描二维码，看看他们
是如何备战春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