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试、常学、常新！保持新闻工作热情的 n 种方式 

浙江日报 孙潇娜 

 

各位领导、各位同仁： 

大家好！ 

我叫孙潇娜，是浙江日报全媒体视频影像部的一名编辑（编导），主要负责

部门精品栏目策划、策划产品的编导、视频和图片新闻的采编等工作。感谢省记

协给我这个机会，今天在这里与大家一起分享我的工作感悟，我分享的主题是《常

试、常学、常新！保持新闻工作热情的 n种方式》。 

为什么会想分享这个主题？因为，当我 2014 年 7 月，研究生毕业后，进入

浙江日报工作，有前辈老师常说：“初入媒体单位，都是热情满满，充满斗志。

但是，真正检验一个人是否适合在媒体行业工作，能走多远，往往要看能不能坚

持 5年，5年后是怎样的工作状态。” 

一转眼，到 2024 年 7月，我正好工作满 10年，经历了两个 5年，有集体的

共同前行，有一种温暖伴我前行。虽然我们部门几经更名，从浙江日报图片新闻

中心，到浙江日报全媒体视频影像部，这十年，我一直在这个集体中工作、学习。

在我心里，部门和家一样，是坚强后盾。家讲究“家风”，部门也有其气质和风

格。每一位领导、前辈和同事，教会我不畏困难，勇于挑战和创新，不断探索与

实践，我们部门 6 年获 7 个中国新闻奖 。而我，作为主创，也获得了 2 个中国

新闻奖二等奖，6个浙江新闻奖一等奖。 

    有人说，工作 5年内靠新鲜感，5年以后，当新鲜感逐渐消退时，我们靠什

么延续工作热情？我认为，只有不断培养思考能力，获取跳出舒适圈的底气，才

能永葆创造力和对新闻工作的热情。但是，就像经营感情和婚姻一样，也必然是

有方法可寻的，下面是我在工作中总结出的几种方法： 

方法一：探寻突破的方向 垂直深耕出新意  

找到一个长久可以坚持和扎根的方向。浙江日报全媒体视频影像部推出精品

专题栏目《了不起的乡村》，从 2017 年 4 月开栏至今，6 年时间已完成 40 多期

视频节目，从“乡风”“乡音”“乡产”“民宿”“民俗”“美食”等多个维度，

刻画浙江乡村的美好生活，展示浙江乡村振兴发展成就，向观众展示“千万工程”



在浙江的生动实践。《了不起的乡村》栏目平均每期阅读量超过 100 万，微博话

题 8000 多万，荣获 2019 年浙江新闻奖一等奖，2017 浙江省数字出版网络视听

新媒体创新大赛内容创新一等奖。2018年第二季第二期《当古村落遇上新青年》

获得由央视主办的 2018 年“你好，新时代！”青年创意微视频大赛评委会特别

推荐奖三等奖。2020 年,获得省委宣传部批示。2022年栏目完成浙江文化艺术基

金项目结题。我作为编导，在一期期节目策划、拍摄和制作中，不断积累经验，

提高自己，有了扎根基层的抓手，积攒了浙江乡村的原创视频库，还建立村粉群，

认识了一群喜爱浙江乡村，长期关注我们栏目的“村粉”。 

    2023 年，恰逢“千万工程”实施 20周年，也是我和《了不起的乡村》栏目

在一起共同前行的第 7个年头。在部门领导的支持下，这一年，我们又踏上乡村

之路，扎根田间地头，在原先栏目基础上，找寻这一季新的选题方向，着眼于“艺

术乡建”这一新的主题，记录艺术介入乡村建设后碰撞的火花。 

     深耕选题，在垂直领域不断拓展和突破，是保持热情的方法之一。6月 5日，

在潮新闻客户端推出《了不起的乡村》升级版——《潮村种草 艺术乡建》栏目。

之后，我和团队一起前往衢州余东村、台州塔后村、海宁科同村和杭州转塘慈母

桥村等地进行采访、报道，展现在共富路上，浙江乡村收获物质富裕、精神富有

的途径，宣传、推广浙江乡村样板。 

方法二：抓住机会出新出彩 掌握国际传播新语境 

    在坚持浙江乡村选题的基础上，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发展，在学有余力的

情况下，我想在新的领域有所尝试。作为编导，参与策划的作品在 2022 年

获得了浙江新闻奖国际传播一等奖，但是无缘中国新闻奖，是我心里的遗憾。

我是一个越挫越勇的人，喜欢面对挑战，找寻解题方法，最终破题的感觉。

因此，我研究了近年来中国新闻奖国际传播赛道的获奖作品，发现在国际传

播的探索道路上，“国际化报道”不是融入外国元素即可，更需要深入国际

事件内核，还是要抓住新闻事件本身。 

    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2023 年 8 月，浙产电影《里斯本丸沉没》

赴英放映，电影反映了中英两国人民在战火中结下的情谊，这是习近平总书

记多次关心过的事情。接到部门秦军主任电话通知，推荐我赴英国采访，我

满心欢喜，毅然迎接挑战，这个艰巨的任务需要我能拍新闻图片，用于《浙



江日报》版面；会拍视频，快拍快传，第一时间发短视频新闻；会写专题片

策划脚本，符合国际传播的新闻专题片。 

抓住机会，让报道出新出彩，在未知的新闻报道领域中有所得，也是保

持热情的一种方式。我不想只是做跟团采访的随行人员，而是主动和领导沟

通，想要抓住这个选题，冲击中国新闻奖国际传播方向，在得到领导们的支

持和助力后，《“里斯本丸”号背后的故事：永不沉没的情谊》便做了新尝

试。 

从前期实地探访中英双方当事人，到从无数的资料与采访中挖掘历史、

提出思考，这一策划都试图促进国际交流与对话，传承多代人的记忆，体现

国际传播的真正价值。作品最后以“四次握手”为线，传递中英两国在战火

中结下的深厚情谊和反战的和平观念。伦敦时间 8 月 15 日，《里斯本丸沉

没》在伦敦电影学会点映，300 多名英军战俘后代应邀前来观看。赴英采访

的浙江日报记者，我和陆遥第一时间发布了图文、视频现场新闻，引起热烈

反响。 

因时差原因，此后，我在前方夜以继日剪辑、编辑，后方领导、同事通

宵达旦修改报道内容。8 月 18 日，历经一个多月采访、制作，并修改了十

多遍的双语外宣视频《“里斯本丸”号背后的故事：永不沉没的情谊》在潮

新闻客户端和欧洲时报等播发，该报道通过动漫制作、实景采访、历史回忆

等场景，突出展现了中英两国人民自二战以来结下的 80 年深厚情谊。 

作品刊发后，国内外 150 多家媒体（含 30 多家境外媒体），驻英大使、

巴基斯坦领事等也在 Twitter、Facebook、Youtube 转发点赞。中央网信办

下发通知，要求各大新闻客户端在全网置顶推送。中宣部《新闻阅评》和省

委宣传部阅评报告，均高度表扬了浙报集团的这组报道。该片全网传播超过

600 多万，不但做到了内宣出彩，在国际舆论场也唱响了中国好声音，传播

了中国好故事，真正“把正能量变成了大流量”，提升了外宣软实力。 

英国之行，让我打开视野，思考问题的格局更加开阔，也意识到，媒体

人除了报道，也可以担当国际传播中“桥”的作用，成为友谊的使者。在英

国采访中，我认识了省外办和对外交流处的朋友，我开始思考，除了重大主

题报道，国际传播在日常报道中，如何突破创新？关于外事接待相关报道，



除了常规性地在报纸上发布消息和照片，也可以尝试借外国政要在中国亲

身经历与体验，努力寻找突破的方向和途径。 

2023 年 10 月，得知比利时西弗兰德省省长卡尔·德卡卢维要第十次正

式访问浙江的消息后，我与省外办沟通，争取了 3 天时间跟拍采访，以外国

政要在中国的亲身经历与体验为重点，创作了《这位比利时省长第十次来到

浙江，还一直说：so cool！》等短视频。报道刊发后，在全网获得了近千

万次传播。报道采访的角度、速度、传播的力度让比利时省长迅速成为“网

红”，省长本人对浙江日报记者赞不绝口，还特地发来了感谢信，并表示希

望与浙江日报在媒体宣传方面开展更多合作。一篇报道，架起两国人民彼此

了解的桥梁，打造了海外受众了解中国的新窗口。 

    这时，我发现作为媒体人，我们可以做的还有很多。“跨圈”后的体验，

带来的可能是不曾想过的际遇和奇妙的缘分。2024 年 3 月，德卡卢维省长

第十一次访问浙江，特意将浙报集团列入了他的访问行程。此行，与省长一

同前来集团交流访问的还有西弗兰德省政府中国事务主管、省外事办相关

领导以及比利时弗维斯大学的师生代表。除了表示感谢，他们也希望能通过

国际传播中心这个平台，进一步加强双方媒体的合作，增进两地人民的了解。 

方法三：热点主题不缺席 在亚运报道中突围 

    年度热点和重点主题报道，尝试打出“组合拳”，多角度、多形态进行综

合报道，猛刷“存在感”，让报社、部门、自己被记住，有了自豪感，也是增

加工作热情的方式之一。 

    在短视频策划方面：杭州亚运会倒计时 100天，我编导策划创意短视频《一

条鱼的自述：亚运水系清不清？我知道》，以亚运水系为内容，以“一条鱼”的

视角，结合拟人的旁白叙述，利用航拍、水下拍摄等方法，以小见大，用真实纪

录和剧情还原相结合的方式叙事，在虚实之间，以鱼的视角，配合诗意的画面，

看萧山全域水环境综合整治以及亚运场馆周边水环境的保护开发成果。 

    9月 23日，杭州亚运会开幕日正值中国二十四节气中的秋分节气，也是“中

国农民丰收节”。当天早上，策划推出短视频《这个秋分 杭州亚运会“橙”意

满满》。该片以秋日、秋分给人的色彩感受“橙色”展开构思，以颜色为线索，

用到年轻人喜爱的谐音梗，围绕“橙”字成语进行段落设计、策划。视频在潮新



闻平台首发，24小时内获得端内 7.6万阅读量。之后，被人民日报客户端、央视

新闻客户端和新华社首屏推荐发布，新华网视频号、B站、搜狐新闻、杭州亚组

委官网和官微等平台纷纷转发，全网播放量近千万。 

    在栏目策划方面：我撰写了《亚运音诗画 有声照·相·馆》栏目策划方案，

并从 9 月至 10 月完成了其中《火炬手的高光时刻 在西湖边被点亮》《桐庐姑娘

邹佳琪在“家门口”夺冠 父亲心疼她的手》《看看运动员的手里有什么？》《我

在阳台看亚运 带你看看无敌“赛景房”》4 期栏目视频。在工作中，我注重实践

和理论相结合的工作方式，亚运结束，我以该栏目的创作体验写了论文《“有声

照·相·馆”，探索 1+1+1=N的影像新形态》，被《传媒评论》杂志发表，并被《中

国摄影报》头版转载刊登。 

    在团队协作方面：新媒体时代下，你永远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和编辑、前

方记者配合，参与图文视频滚动直播稿《万众瞩目！杭州亚运会火种采集全过程》

潮新闻 3.8万，并推广到央视频、人民日报客户端、新浪微博等平台，全网达到

1116.8万。 

    在日常报道方面：从杭州亚运会火炬传递到亚运会结束，全程我都没有“缺

席”。比赛现场报道能看到我的身影，9月 25 日、26日、27日连续三天晚上加

班前往黄龙女子体操团体赛、奥体男篮首秀混采和游泳决赛混采报道。在摄影区

拍摄了“丘妈”比心等暖心画面，在混采区体验了人挤人的抢采过程。还前往舟

山助力火炬传递报道，并跟踪拍摄短视频新闻《我的闺蜜是火炬手 独家“揭秘”

她的一天》，被希中网转发。 

总有人问我，什么是编导的必修课？我觉得是阅片量，是多看电影、电视剧、

创意广告、各平台新媒体短片，常在大脑中存储，随时可以调取画面和选题的能

力；是看书的习惯，想到一个画面和选题，能用画面语言表达的能力，能用不同

文风展现不同表现形式的方法；是媒体人践行“四力”的坚持。人生是一场长跑，

我们作为记者，纪录这个时代，更要不断学习、时刻充实自己、不断吸收新技术

和新概念，给读者和网友们提供更多扎实、生动的新闻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