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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张博令、宋晨

  “女子取快递被造谣案”“赖小民
案”“三假‘活佛’案”……看过媒体对
这些案件的报道，你是否像看电影一
样，感受剧情的跌宕起伏，对法治有了
更深切的认识？
　　一档优秀的法治新闻栏目无疑
是“内外兼修”。一方面，通过说案
让受众看到深刻的法治内涵，旗帜
鲜明地弘扬公平正义，正确引导社
会舆论和价值观。另一方面，还要
有符合传播规律、人们喜闻乐见的
传播形式。
　　“法治故事，正义之光。”今年就有
这么一档独具匠心的法治栏目广受读
者好评——— 新华社国内新闻编辑部

（以下简称国内部）推出的“拍案”
栏目。
  在新华社总编室、新华社新媒体
中心等部门共同努力下，这个栏目找
到了法治新闻报道创新之题，充分发
挥传统媒体视阈优势，通过媒体融合，
使法治精神更加深入人心。

法治+融媒，一“拍”即合

　　“主力军全面挺进主战场”，在新
华社积极推进融媒改革转型的大潮
中，如何适应当下的新媒体语境，打破
传统报道思维，将“法治”“新闻”“新媒
体”这三个元素统一起来？
　　今年年初，新华社社长、总编辑何
平对新华社法治报道提出明确要求：
进一步加强法治报道，特别是案件报
道，通过典型案例加强法治宣传和普
法教育，引导社会舆论。
  为落实好这一要求，国内部决定
开设新媒体栏目，以案说法，创新法治
报道。
　　不久，国内部政文采访室政法
报道团队策划开设了“拍案”栏目。
在研究了大量优质法治报道后，团
队决定让传播形式跟着内容走，哪
种形式更能以案说法、以法解案就
采取哪种形式。于是，“拍案”有了

文字、图片、视频、漫画等多种传播
形式。
　　定向推广，找法治剧明星一起看
剧说法！春节期间，“拍案”邀请《巡回
检察组》《三叉戟》《重案六组》等热播
法治剧主演，献上新年贺词制成视频
片《拍案·特别放送|春节不打烊，明星
大咖陪你看剧说法》，邀观众一起为法
治打 call。
　　“法治剧也是一种法治宣传，跟

‘拍案’有着共同的初衷。”国内部政文
采访室副主任杨维汉说。
  法治剧与法治栏目都有扣人心弦
的案情和普法的初衷；法治剧与法治
新闻的受众重合度高，是同一题材下
不同媒介的一次互通，实现精准的相
互引流。
　　除了新颖的视频产品，“拍案”还

“被迫”创作了手绘条漫《拍案｜“摸金
校尉”覆灭记》。参与此次条漫创作的
国内部政文采访室记者熊丰回忆，“原
本打算以案件现场视频记录，原貌呈
现最真实的样子，但到现场后发现，盗
洞已回填，原本的样子早已不复踪
影。”于是，他选择以漫画来剖析“1·
16 ”系列盗掘古塔地宫、古墓葬案。
电影质感的设计，配上非虚构写作的
剧情，“现场感”十足。
　　“面向青年”的法治报道，“顶流”
必不可少。“拍案”在今年全国两会期
间聚焦两高报告，找到了火爆全网的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B 站“顶流”UP
主罗翔视频连线“说法”，就两高报告

中的案例深度剖析。
  “拍案”为该视频设计了专属的
卡通形象海报底图、符合“小屏”传播
的 9 ：16 画幅，整体画面清新爽朗，
加上贴近年轻受众的短视频偏好，一
经发布就在 B 站获得近千万的点
击量。
  “找罗翔既专业，又有广泛的受
众，两高报告解读就这样走近了年轻
人。”杨维汉说。

“拍案”如何“惊奇”

　　“拍案”栏目名取自明末拟话本小
说集“二拍”。小说以奇事、奇遇等引
人 入 胜 的 情 节 起 到“拍 案 惊 奇”的
效果。
  “拍案”的推出也着实让人“惊
奇”。曲折的案情、细致的分析、犀利
的“拍案语”，让传播效果与影响力与
日俱增。自今年 1 月 28 日开栏以
来，播发融媒产品 26 件，新华社客户
端阅读量平均每条达 150 万，相关微
博话题词阅读量最高达 2 亿次。不
少内容还被人民日报、央视引用转载。
国内部政文新闻采访室记者陈菲撰写
的开栏之作《拍案|“取快递女子被造
谣出轨案”移送检察院，该案为何最高
检关注？》，被 400 多家媒体采用，更
是一“拍”惊人。
　　一“拍”惊人，得益于独特的定
位——— 抓住热点案件回应关切。
  法治报道既要“上接天线”也要

“下接地气”，“推动实现公平正义、解
决民生问题是法治报道的应有之义。”
杨维汉谈及栏目定位时说。
  民生无小事，是“拍案”栏目的重
要切入点，可以从小切口做到大呈现，
比如家庭矛盾可以上升到婚姻法，网
红咖啡可以关联到饮食安全。表面看
是陈述案情，实际上剖析的是社会
问题。
  “拍案”开栏之作就是以“女子取
快递被造谣出轨”这一社会新闻为切
口，解释了看似普通的网络造谣案，是
如何扰乱网络秩序直至被最高检关
注的。
　　运营“拍案”栏目，跟时间赛跑就
成了常态。
  《拍案|赖小民伏法，贪腐没有“免
死金牌”！》就是在赖小民被执行死刑
的消息发布后半小时签发的。该文一
推出就成了当天的刷屏之作。
  《拍 案 | 王 书 金 到 底 背 负 几 条
人命？应用证据来说话》更是记者
罗 沙 在 数 小 时 内 紧 急 写 成 的。 罗
沙是联系最高法的记者，凭借对案
情 的 熟 悉 和 积 累 ，迅 速 出 货、精 准
到位。
　　除了定位和时效，法治新闻还讲
究一个“稳”字。法治新闻记者通常是
专家型记者，既要具备一定的法律素
养，了解司法程序，掌握涉及日常生产
生活的法律知识，形成判断案件的法
理逻辑，还要具备对社会的洞察力。

“这是很不容易的，培养一名合格的法

治记者通常需要 3 到 5 年时间。”杨
维汉说。
  法治报道，案情怎么叙述、关键环
节如何措辞，记者只能根据自身对案
件的亲历情况自行下决心、作判断，并
在稿件中予以呈现。
  杨维汉说，“这对记者个人的判断
力、尺度把握能力、表达能力都是一种
考验。经历了案件报道淬炼与考验，
法治记者的‘单兵作战能力’都很强，
达到了锻炼队伍的效果。”
　　“拍案”栏目每期稿件都会附上

“拍案语”。“披宗教之外衣，行谋财害
命骗色之实”“食品安全大如天”“慷国
家之慨、牟个人私利”……这些立场鲜
明的“判词”犹如画龙点睛，将法治精
神刻在受众心中。

“拍案”背后的“奇人奇事”

　　很难想象，“拍案”巨大影响力的
背后，是一支不足 10 人的报道团队。
他们既要负责日常动态新闻发布，也
要深入基层践行“四力”。千头万绪，
能理清思路找到融媒创新方向，不可
谓不“奇”。
　　为了深耕内容，他们中有人成
为调查记者，比如记者翟翔揭露国
产锅假冒日本铁锅，与同事深入调
研，与造假企业、电商平台周旋。最
终成稿《拍案·“3·15 ”特别报道|这
个“锅”，谁来背？》，让大家认识到造
假铁锅“真面目”，也为受害群体找

到依法维权途径。该报道推出后
火速登上各大热榜，微博话题词
阅读量达 2 亿，也成了“拍案”栏
目的“顶流”之作，报道甚至登上
了日本媒体。
　　不是简单的新闻采集发布，而
是要当成品牌来经营。“拍案”在开
栏之初，团队就树立了很强的品牌
和版权意识。
　　“法治故事，正义之光”这条推
广语很有来历。杨维汉介绍，团队
最初还酝酿了“你有法治故事，我有
正义之歌”“以案说法，守望正义”等
好几个推广语，经过反复修改、筛
选，大家觉得“法治故事，正义之心”
比较好。最后何平社长把“心”改成
了“光”。一字之变，凸显出公平正
义的光芒与希望。
　 新华社微博、客户端、微信公众
号的转发，新华社各分社的法治记
者与总社记者一起调研采访，都为
办好“拍案”打下了坚实基础。
　　栏目从一开始就设计了印章型
的标识，考虑到直接利用字体库可
能会有版权风险，杨维汉找到擅长
书法的父亲，撰写了行书“拍案”二
字，然后由记者刘硕制成醒目的印
章标识。
　　栏目推广引流很重要。记者
陈菲得知热播电视剧《巡回检察
组》的主演和主创人员将到最高检
座谈，立即发起讨论，定下制作栏
目推广片的内容与方向。活动当
天带上视频记者一边采访一边拍
摄，采访任务没耽误，推广片素材
也到手了。
  “有 这 个 机 会 当 然 要 用 好 。

‘拍案’的春节档，特别放送明星
大咖陪你看剧说法也就有了。”陈
菲说。
　　今后，“拍案”栏目将朝着深度
融媒化方向进一步努力，案件报道
要求文字、摄影、摄像采访团队统一
行动，每一个产品也力求文字、图
片、视频融媒要素齐全。
  “通过融媒展示，使法治报道既
成为传播公平正义的载体，让公众
看得真真切切，又能够增强公众的
法律意识，让法治精神内化于心。”
杨维汉说。

  6 月 8 日，90 岁的
罗凤坤见到了他 58 年
前被拐的儿子，罗凤坤
终于喊出了这声“我的
儿啊”。
  付贵林哭着冲上
台，跪在罗凤坤面前，大
喊了一声“爸”，罗凤坤

紧紧抱住他，老泪纵横。
  耄耋之年的父亲，年过花甲的儿
子，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寻找，历经千辛
万苦，他们终得团圆……

没有一天放弃找他

  1963 年 1 月，32 岁的罗凤坤带
着 2 岁的儿子罗亚军在薛城火车站
候车，就在罗凤坤打盹儿的工夫，罗亚
军被人抱走了。
  “我沿着火车站到处喊‘亚军、亚
军’，喊了一夜，走了一夜，可孩子那时
太小，他可能都不知道自己叫亚军。”
罗凤坤说。从那以后，罗凤坤以自己所
在的山东省枣庄市峄城区阴平镇为中
心，逢人就问“有没有见过一个小男
孩，胖乎乎的”。
  罗凤坤的小儿子罗涛说：“唯一
一张亚军的照片是他一岁时拍的。这
张照片被我放在驾驶证里，车开到哪
儿，我就问到哪儿。”遗憾的是，2000
年 前 后 ，罗 涛 不 小 心 弄 丢 了 这 张
照片。
  每年农忙后，罗家兄妹都会外出
打工，他们在任何城市里都本能地观
察陌生人，站在大街上、工地上、饭馆
里，端详陌生人的五官。“我想找到一
个和我长得像的人。”罗涛说。几十年
来，罗家兄妹去过山东各地，还去过海
南、上海、北京、新疆，但始终没能找到
罗亚军。
  因为不完整，这个大家庭从没拍
过全家福。2010 年下半年，罗凤坤的

老伴去世，临终前她叮嘱家人不要放
弃寻找。2015 年，罗凤坤再次来到派
出所报案。

“我刚到枣庄，就觉得很亲切”

  付贵林今年 60 岁，生活在山东
省济宁市微山县。
  “17 岁那年，我在家中无意间听
到父母说悄悄话，才得知自己不是亲
生的。”付贵林说，“养父母非常爱我，
我不愿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付贵林从未在家中提起过这件事。
2000 年，付贵林受朋友之邀去枣庄喝
喜酒，“很奇怪，我刚到枣庄，就觉得枣
庄很亲切，这个感觉很深刻。”他说。
  付贵林育有 2 个儿子。有了孩子
后，他才第一次想要找自己的“根”。

“但我还是没付出行动，我怕伤害养父
母。”付贵林说。
  2017 年，养父母去世后，付贵林
才第一次走进派出所采血，寻求警方
帮助。
  付贵林不知道的是，身份证上的名
字是养父母给他起的新名字，而他多年
前就觉得亲切的枣庄市，就是他的出生
地。在地图上，两地仅隔约 50 公里。

“没有遗憾了”

  由于丢失时间长、丢失地点复杂、
报案时间晚等难点，公安机关虽综合
运用各种措施查找，但迟迟没有获得
有价值的线索。
  今年 1 月，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
机关开展“团圆”行动，全力侦破拐卖

儿童积案、全力缉捕拐卖犯罪嫌疑人、
全面查找失踪被拐的儿童。山东省枣
庄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丛四新
说：“我们再次拿出这个案件，并把希
望寄托在 DNA 技术上。”
  由于罗凤坤的老伴去世多年，无
法获得相关 DNA 数据，刑警只能进
行单亲比对，但单亲比对后得到了大
量结果数据，不具备研判条件。丛四新
说：“根据遗传学规律，我们利用罗凤
坤 4 名子女的数据做了反推，从而使
单亲比对变成双亲比对，提高了对比
效率，最后找到了老人失散多年的孩
子。”6 月 1 日，经复核确定罗凤坤是
付贵林的生物学父亲。
  “我得到消息后哭了一整天，我高
兴啊，已经找了 58 年，我现在没有遗
憾了。”罗凤坤说。

为了今天的见面

  双方约定一周后在济南见面。为
了这次见面，罗凤坤提前 3 天去商场
给自己和孩子们买新衣服、新鞋。
  罗凤坤不知道这个 58 年没见的儿
子如今多高、多重，只能凭感觉买了一
件短袖上衣，至于鞋号，他早就考虑好
要买 43 码，因为他穿 44 码的鞋，小儿
子穿 42 码的，他觉得也许 43 码正好。
  6 月 8 日下午，公安部部署山东、
四川、江苏、河南四省公安机关同步开
展“团圆”行动认亲活动，帮助 11 组
失散家庭实现团圆，活动主会场设在
山东济南。这是付贵林有记忆后第一
次见到亲生父亲。
  付贵林哭着冲上台，跪在罗凤坤面

前，大喊了一声“爸”，罗凤坤紧紧抱
住了他，哭着回应：“我的儿啊。”
  公安部数据显示，“团圆”行动
开展以来，已找回失踪被拐儿童
1737 名，侦破拐卖儿童积案 91 起，
抓获拐卖犯罪嫌疑人 236 名，各地
累计组织认亲近 500 场。同时，公
安机关不断创新工作模式和方法，
建立完善了侦办拐卖儿童案件“一
长三包”责任制、儿童失踪快速查找
机制、全国“打拐 DNA 系统”等一
系列系统、机制，并对外公布了方便
群众就近采血的 3000 多个公安机
关免费采血点信息，为“团圆”行动
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
  “就想一家人一起吃顿饭。”认
亲活动前，罗凤坤对记者说。在另一
个休息室里，付贵林说了相似的心
愿：“想一家人拍张合照。”

【拍案】

  这是让无数人动容的一幕。90
岁的父亲，60 岁的儿子，再次见面
竟已过去了 58 年。半个多世纪骨
肉分离的痛，日日夜夜撕心裂肺的
想念，超越时间空间的人间至情，
在这一刻，都化为了一个紧紧的
拥抱。
  孩子对于家庭来说，是全部的
希望和精神支柱，失踪一个孩子，就
是毁灭一个家庭。2021 年 1 月，公
安部部署开展的“团圆”行动，侦破
了一批拐卖儿童积案，帮助他们找
到了回家的路。这得益于科技的进
步，也凝结着一代代公安民警的坚
守和付出。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愿天下无
拐、万家团圆！

     文字记者：熊丰、张力元
       新华社国内部出品

这一声“我的儿”，他盼了 58 年……

新华社“拍案”，“法治+融媒”传播效果“惊奇”

上图均为“拍案”栏目曾经“拍”过的相关案件图片。                   图片来源：新华社客户端

  6 月 8 日，在“认亲，我们在行动”济南主会场，90 岁高龄的罗凤坤（中）紧搂
着被拐 58 年的儿子罗亚军哭泣。      图片均为新华社记者郭绪雷摄

  6 月 8 日，在“认亲，我们在行动”济南主会场，被拐 58 年的罗亚军
（左）搀扶着 90 岁高龄的父亲罗凤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