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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媒体和年轻受众之间，似乎有一

条鸿沟，前者希望呈现“ 我们的世界 ”，而年

轻人关注的是“我的世界”。两个世界之间的

桥 梁 在 哪 里 ？《中 国 青 年 报》于 2022 年 12 月

26 日至 2023 年 1 月 6 日，在全媒体平台推出

“ 陪 你 慢 慢 变好·迎春到”跨年联播活动，用

心寻找着这“两个世界”的温暖交集。

此次可视化联播活动由中央网信办网络

传播局、共青团中央宣传部指导，《中国青

年报》、中国青年网主办，中青在线协办 。

连续 12 天的跨年联播，以及与之相呼应的

传统纸媒形态的图文报道、青年特色评论，

新 媒 体 形 态 的 H5、MV、 小 程 序 ， 新 文 化

业态的“青春元宇宙”融合传播，令人眼前

一亮。

联播以来，中青报客户端直播观看人次

破了年度单场最高纪录，全网相关稿件总量

近万篇次，各端累计话题阅读量突破 5 亿。联

播活动还获得业界高度关注，2022 年 12 月 27
日《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一版刊发报道《中

青报开启可视化联播跨年之旅》，“传媒茶话

会”新媒体矩阵关注跨年系列活动。

每一点努力，都在记录不同行业最一线

年轻人的故事；每一个模块，都在倾听和关

注着当下年轻人在抗疫、就业等压力下的身

心健康和成长成才；每一次点评，都在倡导

青春上善好活法，同时探索云端思政课堂新

模式，做好党的二十大精神的青年化阐释。

一场可视化的总动员

在跨年联播“奋斗·家园”模块，一场

关于“震后的小村庄正在慢慢恢复元气”的

连线让不少青年动容。

2022 年 9 月，四川泸定地震发生后，石

棉县王岗坪乡爱国村有 5 人遇难。当时，中

青报·中青网记者在现场看到，村里的平房

几乎都塌了，村里通往外界的路断了，俨然

成了一座“孤岛”。这个小村一直在积极重

建，临近年末，重建工作更为紧张。爱国村

支部书记、村主任杨胜勇亦是十分忙碌，记

者每次约他，他几乎都在路上。

跨年直播连线时，受新冠疫情影响，杨

书记身体不适已有几天，记者赵丽梅对着镜

头，有时说几句话，就要停下来咳一下。杨

书记专门找了村中一个位置较高的地方，以

便看到村庄的全貌。

“ 透 过 镜 头 ，我 们 看 到 村 子 的 临 时 性 饮

用 水 已 经 解 决 了 ，村 里 的 新 房 建 得 非 常 漂

亮，在地震中受损较重的佛手柑目前长势良

好⋯⋯”两方一边连线，一边咳嗽，但这些令

人振奋的震后恢复画面，总让人充满希望。

这是跨年联播的一个缩影。

在这场“中青报可视化年度大戏”里，

经过一年可视化重塑的采编精兵几乎全员上

阵，12 天联播分别由 10 多个采编业务部门

牵头领办，青年编委会 14 位成员担任编导，

在中青报运行一年的三维机制、五步工作法

的支撑下，成为每一天节目的“中流砥柱”；12
天 联 播 还 吸 收 了 刚 刚 加 入 报 社 的 新 生 代 力

量，他们或担任主持人，或担任编导，或担任

评论员，或担任情景剧主角，这些年轻面孔是

每一天节目的有生力量；导演、摄像、剪辑、技

术保障、会场保障、现场审核团队、传播推广

团队⋯⋯这些“扎”在演播间里的，是每一天

节目的“最强保障”⋯⋯

不同岗位的力量汇聚在一起，只想着陪

年 轻 朋 友 一 起 好 好 跨 个 年 ： 年 轻 人 的 “ 痛

点”是什么，“槽点”在哪里，“乐点”有哪

些，他们展开了一系列走心设计。

有专家指出，现在的年轻人，生活在一

个一切事物都可以被量化、可视化的“大数

据时代”，越来越喜欢读图刷视频、习惯互

动参与。于是，策划之初，团队就在新闻性

的基础上，围绕可视化、产品化等关键词反

复思考。

对象感——我们服务的青年群体当下有

什么样的内容需求？回答，藏在跨年联播时

时处处能找到的新闻性和产品性的匠心结合

中。跨年联播“追光·守护”模块中，你的

婚姻谁做主？如何保障灵活就业者的“清凉

权”？一个个青年热议、寻求解决方案的话

题，通过案例分析、青年街采、专家解读等

方式，直戳痛点，直解迷津。呈现方式上增

加了三维动画，中青报吉祥物青小豹和记者

韩飏“同屏对话”，共同梳理 2022 年青年身边

的法治问题。年轻记者先藕洁坦言，直播结束

时自己还有些意犹未尽。直击青年痛点，团队

拓宽了选题的范围、瞄准了差异化的发展方

向，同时练了兵涨了劲儿。成长和变化，正悄

然发生。

价值感——联播能帮青年受众解决什么

问题？“青春·小店”模块给出了答案。关

注复工复产背景下的创业青年如何再出发，

这里不仅有鲜明的青年态度，也有丰富的创

业政策、创业导师扎实的指导。在全面复工

复产的背景下，这样的组合更有实际意义。

记者胡宁介绍，团队联动了多个青年创业扶

持机构、崭露头角的青年创业者和地方记者

站，通过演播室直播、情景剧、短片联播的

不断穿插变奏，展现了有着蓬勃生命力、拼

搏不息的韧劲、深度思考能力的青年创业者

群像。

场景感——青年受众会在什么场景下收

看我们的联播、体验我们的服务？几位“入

职即挑大梁”的年轻记者留下了不少思考。

开播前一天，新记者李悦所在的编导组负责

人 通 知 她 “ 改 词 ”， 她 被 告 知 “ 新 冠 肺 炎

‘改名’了，这是个备受关注的话题，联播

一定体现这些内容，要进一步贴近年轻人当

下的状态⋯⋯”于是，在第二天的直播中，

她 和 搭 档 王 军 利 有 了 这 样 的 开 场 白 ：“ 最

近 ， 北 京 正 在 经 历 一 波 新 冠 病 毒 感 染 的 高

峰。我发现身边朋友打招呼的问候语甚至变

成 了 你 是 ‘ 杨 过 ’‘ 杨 康 ’， 还 是 ‘ 王 重

阳’。希望疫情早点儿过去，让我们一起守

望相助，同舟共济⋯⋯”

同样入职不久的李瑞璇，也觉得在同事

们手把手地传承、指导和帮助下有了快速成

长：“每次讨论都聚焦于用什么方式、什么

内容。能做出给青年看、青年爱看的节目，

我感受了老师们对内容创作的认真态度与创

新劲头 。”她说 。“我还没有信任自己的时

候，便已然被报社所信任。”新记者裴思童

觉得，报社“用一种近乎果断”的方式告诉

自己：“我已然是一个真正的职场人，需要

独立承担自己的责任。”

一场 12 天联播的技术赋能

联播节目精彩纷呈的背后，是强有力的

技术支撑，为内容播出保驾护航。

半个月以来，位于北京前门的青年书店，

总是不分昼夜亮着灯。每次拍摄前，执行导演

于冰、直播技术工程师胡明军早早到达现场，

检查拍摄器材，做准备工作。直播组负责人贾

静坐在电脑前，熟练地操作着导播台，完成现

场信号接入和导播工作。“我们在直播过程中

了采用‘一主一备’两台直播机器的模式，保

证平稳推流。”她说。

技术的升级就是体验的升级，网友们看

不 到 背 后 的 技 术 如 何 优 化 ， 但 会 直 观 感 受

到，观看直播的体验越来越好。如何打磨出

强大且专业的产品？团队下了一番硬功夫。

早在一个多月之前，技术研发负责人陈

明就和丁邦林、刘保华等同事一起，开始了

“ 园 立 方 ” 小 程 序 的 开 发 和 “ 陪 你 慢 慢 变

好·迎春到”H5 的制作。“小程序的开发难

度较大，幸好胡明军勇挑重担，在一个月内

按时按量开发完成，充分展示了团队的凝聚

力和战斗力。”陈明说。据机动融媒部相关

负责人介绍，在这次 H5 制作过程中，贾骥

业、崔文瀚等新同事也表现出色，顺利完成

了策划。

技术研发负责人胡明军、杨梦齐介绍，

本次直播中，大家创造了许多“第一次 ”，

底层业务逻辑完全迁移到云上，支持更大的

访问并发能力。从直播技术的创新，到新业

态新模式的探索，幸运的观众还能获得限定

青年徽章数字藏品。中青报人明白，守业是

历 史 责 任， 创 业 是 前 路 追 求 ， 积 极 求 新 求

变、展开全媒体探索，时刻在路上。

一场青年思想引领的真情互动

年轻人在哪里，中青报就在哪里。无论传

播形式如何创新，中青报始终坚持对年轻一代

精神世界的关注。联播团队再现 2022 年报道

精品，感受各地新年升腾烟火气的欣喜，为年

轻人的问题寻找答案。

“香港回归 25 周年，哪些事情让你印象深

刻？”在跨年联播“成长·自强”模块中，不少青年

作了分享。在香港警察缪咏扬看来，2022 年记

忆最深刻的事就是香港警队全面改用中式步

操，“这不仅是时代的进步，更是加深对国家、民

族认同感的重要一步”。在这个模块中，“中国大

学生自强之星”代表亲身经历诠释自强不息精

神，令不少网友动容。

直播内 外 互 动 热 烈 。 2022 年 12 月 31 日 ，

广大青年网友在联播活动中聆听国家主席习

近 平 发 表 的 新 年 贺 词 。 新 年 贺 词 引 发 热 议 ，

网 友 们 参 与 ＃ 陪 你 慢 慢 变 好 ＃ 话 题 ， 发 表

“个人新年献词”：“我们见证了无数感人至深

的温情与暖意，一起慢慢变好。”“人在路上，

未 来 在 前 方 ， 一 定 会 更 好 ！” ⋯⋯ 作 为 中 青

报·中青网“大思政课”云平台上线后开展的

首场大思政活动，12 天的跨年联播，每一天

都是一堂鲜活生动的青年思政大课，致力于凝

神聚力、铸魂育人。其间，微博、抖音、快

手、B 站、小红书、咪咕等平台都给予了跨年

联播活动直播弹窗和重要位置展现，将青年声

音传递到更广阔的空间。

“刷到青蜂侠关于中青报跨年联播的先导

片，眼前一亮，看到欧阳自远院士给年轻人成

长支招、小一姐姐为宝妈们解答亲子陪伴问题

的画面，就很期待，一天天看下来，果然没有

失望。”这是青年网友“雷阿龙”的留言。

90 后、00 后们逐渐走入职场，人生角色的

骤然转变难免带来紧张与困惑，在知乎平台上，

不少答主在“陪你慢慢变好”微话题下分享体

验。“‘见新同事要握手吗’这种小事都能困扰

我，谢谢职场公开课帮我解惑”“原来我的简历

有这么多问题”⋯⋯围绕“跨越·职得”模块，网

友的评论真诚暖心。中青报联动微博推出一系

列提升青年求职能力、职场适应力的内容，助

力青年步入成长新阶段。

“2022 年 ， 这 本 书 陪 我 慢 慢 变 好 。” 在

“绽放·书香”模块，10 名 B 站 UP 主晒出了

自己的年度书单，分享 2022 年带给他们力量

感的书。在“青春·小店”模块，团队邀知名

UP 主参与，预热视频观看量就达 30 万+。专

题、话题、混剪视频不断更新，结合平台特点

定制产品，抽奖预热，增加观众期待。“点开

视频，当‘一键三连’亮起，不断修改带来的

烦恼皆为浮云！”新记者王赫说。

在小红书平台上，不少网友带“陪你慢慢

变好”的话题发布笔记，有插画博主记录下一

年的成长和蜕变，希望“2023 继续热爱，慢

慢变好”；有大学生列出 2023 年的计划，觉得

“朝着目标，人生总会慢慢变好”⋯⋯青年编

辑陈茜说，网友来自全国各地，因“陪你慢慢

变好”而聚在一起，互相鼓励互相祝福，温暖

在直播内外弥漫。

“是编辑，又是跨界主播，我为能给青年

们服务而兴奋不已，哪怕起到的作用只有万千

分之一，也深感荣幸。”跨年联播“绽放·书

香”“青春·小店”两个模块的主持人、中国

青年网新闻中心编辑白柯嘉说。这场温暖的陪

伴，是中青报人与每位读者的陪伴，更是我们

与新时代的陪伴。

陪伴和可视化改革一直在路上

跨年联播中，入职不久的王军利真切地感

受到“没有可视化，就没有报人的明天”。在

“ 梦 想 · 豹 变 ” 模 块 的 直 播 中 ， 他 作 为 评 论

员，第一次从文字背后走到了台前，面对镜头

分享他的观点。“这是报人更好走近用户、读

者的一次机会，也是对自身能力和观念更新的

一次考验。或许，这场直播也是我职业生涯中

的一次‘豹变’。”王军利说。由评论部牵头的

“青平工作室”，打造了系列专栏评论，一组组

关键词，凝聚着评论员们的思考和心血，也让

跨年联播既有趣、有料，又有态度。

联播中，“跨越·职得”模块送出了不同

城市为吸引青年人才献出的“大礼包”；“共

生·园立方”模块带领观众到十三陵林场寻找

神奇动物；“团圆·万家”模块带青年网友读

懂小家、守护大家；“梦想·豹变”模块推出

“青年问青年说”，邀请科学家和大学生一起盘

点 2022 年科技创新热点；“见证·光影”模块

通过图片、绘画、纪录片等形式，讲述中青报

记者眼中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奋进·奔

跑”模块中，全国东西南北中 6 个城市的年轻

奋斗者接力跑大直播，带领观众见证城市新时

代的新变化、新气象，单场观看人次超过 700
万；“有为·善成”模块突出原创特色，拍摄了

大量独家视频素材，单日拆条视频播放量超过

3000 万；“铸魂·树人”模块中，《山海情》原型林

占熺等党的二十大代表分享人生选择，碎剪视

频播放量超过 2400 万⋯⋯联播活动获得全国

各级团组织新媒体矩阵、高校新媒体矩阵同步

直播；依托“大思政课”云平台，丰富多彩的内容

产品全方位、立体化、精准式触达青年，思政力

量熠熠生辉，精彩内容得到各媒体广泛转发。据

不完全统计，截至 1 月 5 日，展播活动累计直接

观看量近 4000 万次，碎片化传播全网总播放量

约 2.4 亿次，大力唱响强信心的社会主旋律，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魂育人。

新的传播生态和格局对中青报提出了新的

要求，但无论形式如何变化，中青报对青年的

关怀和关注始终不变。这场跨年联播不是“我

播你看”“我说你听”，不是“我定主题你来观

看”，而是一场互动的陪伴。每位青年都可以

自己去填空，在联播、直播中找到自己的兴趣

和热爱、共鸣和思考。人们对美好有不同的定

义，也许你希望慢慢读好、慢慢学好、慢慢吃

好、慢慢过好⋯⋯无论你选择什么样的姿态，

我们都愿意陪伴！

时 间 向 前 ， 我 们 向 上 ， 我 们 都 在 努 力 奔

跑，在执着的汗水里，在勇敢的振臂间，在坚

定的跨越时，在生命春天的相伴奔跑中，我们

一起慢慢变好。

“陪你慢慢变好·迎春到”12天跨年联播：

时间向前，我们向上！

1 月 3 日，北京青年书店“陪你慢慢变好·迎春到”跨年联播演播室，主持人张诗童（左）与青年评论员任冠青在进行“共生·园立方”节目的直播彩排。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陈 剑/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