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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3 月 13 日 12 时，中国青年
报社全媒体平台发布全国两会相关原创报道 2700 余
篇 （条），总传播量 78.5 亿 （含各平台话题）。全网
推荐转载作品 34 篇 （条）。

中国青年报主持 2023 年两会微博主话题#我看
两会#阅读量 2.9 亿，3.3 万次讨论，先后获得微博客
户端开机推荐和视窗重要位置推荐，15 个话题冲上微
博热搜。如 2 月 27 日 【姜耀东委员：#建议部分岗位
向 35 岁以上群体倾斜#】 单条微博阅读量 812 万。#
建 议 部 分 岗 位 向 35 岁 以 上 群 体 倾 斜 # 阅 读 量 2.5

亿，热搜榜第一。
中国青年报抖音账号推出全国两会话题“拍拍我

的美好生活”相关视频总播放量 11.4 亿。
中国青年报快手账号发布 70 多条视频，包括《两

会青年说》《参数》《豹小花跑两会》等品牌节目，以及两
会热点新闻稿件碎片化传播，播放量超千万。

“青 蜂 侠 两 会 聚 焦 ” 系 列 短 视 频 报 道 播 放 量 达
10.8 亿。

中国青年网联合今日头条共同推出并主持#代表
委员面对面#话题，总阅读量达 21 亿。

《两会热点串串烧》 用青年态、可视化的方式展
现时政热点、回应青年关切。创新结合 VR 虚拟青小
豹技术、动画等多维元素，用融媒技术给读者打造全
新的沉浸式体验。共制作 7 期节目，在微博的传播总
量破 6000 万，爆款频出，吸引央视网等数十家媒体
转载。

《豹小花跑两会》 项目组共制作 35 条视频，其中
包括 12 期代表委员专访视频，5 条记者大会堂采访视
频等，总传播量达 2.26 亿，被央视网、新华网、人
民网等多家媒体多次转载。

1 总书记两会时刻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
两会期间围绕“总书记到团组”
策划制作“青春思政课·两会时
刻”系列融媒体产品。截至 3 月
12 日，已推出《高质量发展！为
了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民营经济，再接再厉！》《巩固提
高 一 体 化 国 家 战 略 体 系 和 能
力！》三期内容。此外，《中国青年
报》开设《两会时刻》专栏，及时
刊发反响报道《在高质量发展前
列勇当尖兵》《为民营经济撑腰
打气》《汇聚起强国强军的青春
力量》。第一时间推出总书记讲
话金句海报产品，如《图知道｜
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
任务》《图知道｜把青少年培养
成为拥有四个自信的孩子》。

2 政府工作报告

3 月 6 日，刊发融媒体稿件《关注
年轻人就业、住房等问题 政府工作报
告回应青年痛点》，同时推出《两会热
点 串 串 烧》视 频 节 目《就 业、教 育、生
育、住房、医疗⋯⋯一条红线串起青年
关切》，被中国政府网、国务院客户端
等转发，仅快手单平台视频浏览量达
1384.1 万 人 次。同 一 天 ，《中 国 青 年
报》两会特刊推出可视化版面《极不寻
常 这 5 年 —— 数 读 政 府 工 作 报 告》。

《这个 2%和每个人息息相关》既专
业，又通俗易懂，被《作家文摘》等
数十家媒体转载。

3 中国式现代化

3 月 12 日，推出可视化报道 《图知道｜中国式现代化真正
的画笔在我们手中》，通过对党的二十大报告及总书记近期对中
国式现代化的系统阐释，将关键词交予 AI，展现了中国式现代
化的未来画卷，让理论上的未来更可感可期。相关重磅报道还有

《在中国式现代化蓝图上雕刻细节》。

4 国务院机构改革

3 月 8 日，《两会热点串串烧》推出视频节目《解读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上新！科技部重组、加强
金融监管、应对人口老龄化、5%编制缩减⋯⋯》，以板块串联的形式简明解读出国务院机构改革的
重点，并将其对百姓生活、国家发展的影响阐明清楚，被上级机关点评“深入浅出”。同一天，《中国青
年报》两会特刊推出可视化版面解读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图文并茂。相关报道还有《国务院机构改
革方案释放哪些信号》《国务院机构改革意义深远》《国务院机构改革为何一半落在金融监管》等。

5 预算报告

3 月 7 日 ，《中 国 青 年 报》 两 会
特刊推出可视化版面解读预算报告中
的 重 要 数 据 “70% ” —— 连 续 5 年
全 国 财 政 支 出 70% 以 上 用 于 民 生。
通过突出这一大数据，凸显本届政府
执政为民的理念。整版通过数据的变
化，解读预算报告，呈现“积极财政
政策提力增效的路线图”。

6 科技自立自强

科技自立自强是本次两会
上下关注的热点。本报用心用
情用力组织策划多组融媒体报
道 。 3 月 3 日 ，《中 国 青 年
报》 一版刊登 《如何破解高水
平 科 技 自 立 自 强 的 “ 人 才 密
码”》，同一天，全国政协委
员潘建伟在接受中青报·中青
网记者采访时表示，要实现高
水 平 科 技 的 自 立 自 强,首 先 要
实 现 科 研 仪 器 的 独 立 自 主 研
制 。 3 月 10 日 ，《中 国 青 年
报》 一版刊登 《代表委员热议
加 强 基 础 研 究 如 何 打 牢 科 技

“地基”》 等。

7 教育

教育议题关系到千家万户，是本报两会报道的重中之重。3 月 6 日，全
国政协委员、北京四中校长马景林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两会访谈”
时建议，对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应衔接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相关报道还
有 《1158 万背后的就业关切》《扭转县中困局》 等。

8 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是本报两会关注的重点话题，从青年视角切入。3 月 13 日，
推出 《参数｜旧貌换新颜，乡村振兴呼唤有为青年》 视频节目，结合中国
青年报社社调中心“全国两会青年期待”调查数据，邀请全国人大代表张
忠山、梁倩娟与返乡创业青年和乡村建设研究者共同探讨乡村发展新变
化。此外，《中国青年报》 两会特刊推出整版专题 《代表中的新农人》 等。

9 数字化转型

3 月 12 日，专家工程师毛峻岭、清华大学元宇宙文化实验室成员余梦
珑来到本报 《两会青年说》 节目现场，分享青年眼中的产业数字化。全国
政协委员、山西数据流量生态园董事长贺晗线上连线，为传统产业向数字
化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两会青年说》 共推出 8 期，视频总播
放量超过 3500 万，全网曝光量破亿。

10 数字人青小霞两会播报

两 会 期 间 ， 中 青 报 · 中 青 网 利 用 百 度 百 家 号 支 持 的
“人工智能内容创作”即 AIGC 技术，自动生成由数字主
持人出镜口播的短视频报道“青小霞两会播报”。共制作 7
期 ， 总 传 播 量 超 500 万 。 3 月 8 日 ， 国 际 劳 动 妇 女 节 ，

“青小霞两会播报”抓取“女性”关键词，聚焦多位代表
委员关注的女性话题，推出 《祝我们女同胞节日快乐》。

11 疫情防控

3 月 11 日推出 《【两会访谈】 甲流、第二轮新冠疫情⋯⋯张文宏回
应群众关切》，全国政协委员张文宏在采访时回应了群众关注的甲流、
第二轮新冠疫情等问题。关于第二轮新冠疫情，张文宏分析说，可能还
会出现，但我国作好了充分准备，下一波疫情不会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造成大的影响。3 月 12 日，本报推出重点报道 《重症医学的“平战结
合”之路怎么走》。

12 两高工作报告

3 月 9 日，本报两会特刊推出可视化版面 《守
护人民 织密法网》，系统解读两高工作报告，配发
文 章 《升 降 之 间 彰 显 法 治 力 量 和 温 度》。 3 月 10
日，本报推出可视化视频 《帮忙成了帮凶？2022
年 13 万 人 成 电 信 诈 骗 工 具》 解 读 最 高 检 工 作 报
告，播放量 300 多万。

13 十大热点话题

两会前，团中央权益部、中国青年报社等机构
联合梳理了青年关心的十大热点话题。两会期间，
代表委员进行了回应。本报以漫画形式进行梳理，
形式新颖，被多家媒体转载。

14 走进国家议事殿堂的 90 后

本 报 聚 焦 90 后 代 表 ， 报 道 样 态 很
多，有数据图表、微视频、重磅图文报道
等，充分报道 90 后代表履职。

本报联合中国人民大学 RUC 新闻坊
进行的数据分析发现，在 2977 名第十四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通过公开信
息 确 认 年 龄 的 90 后 代 表 共 57 人 ， 占 代
表总人数的 1.91%。

这些年轻的声音从基层传到北京，又
将从大会堂传回各地，在全国产生回响。

15 青年代表 青春力量

3 月 8 日，《图知道》 可视化栏目为十四届全国人大代
表中的 90 后“定制”了一组漫画图，将他们的建议与个人

“履历”趣味展示。

16 90 后代表系列访谈

《豹小花跑两会 Vlog》 通过 90 后女记者出镜专访“最
年轻”的 90 后代表委员说青年关切。其中 3 月 10 日上线的

《95 后代表吉列子日：乡村要为年轻人提供干事创业的发展
空间》 登上快手热榜，热度 1030.7 万。

17 快递小哥与代表对话

今年全国两会前，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邀请快递员刘阔与第十三
届全国人大代表、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授银燕进行对谈，制作了视频
和相关的专题纪录片 《同舟》。3 月 3 日，推出“快递小哥”整版系
列报道，包括 《全国人大代表对话快递小哥听诉求》《最熟悉的陌生
人，为美好生活抵达“最后一公里”》《“国家叙事”应有更多“蜂
鸟”声音》《为灵活就业群体持续发声》 等。

18 青年的两会期待

《两会热点串串烧》 3 月 1 日推出 《减轻彩礼压力、破解带娃难
题、消除就业门槛⋯⋯街采两会，青年这样期待》 将青年声音与两会
有机结合。通过原生态、接地气的可视化表述，反映了当代青年关注
时事政治、国家大事的精神风貌。总阅读量破 4000 多万，共青团中
央公众号转载，阅读量 10 万+，引发网友强烈关注和共鸣。

19 就业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本报把就业报道作为重点报道之一。3 月 6
日 ， 本 报 两 会 特 刊 推 出 专 题 报 道 “ 代 表 委 员 共 同 破 解 就 业 歧 视 困
局”。3 月 8 日，本报推出数据动画短视频产品 《数说两会|一封求职
简历的流浪奇旅》，将一封年轻人的求职简历拟人化，刻画简历漂流
于各个企业的招聘邮箱，与各个 HR“交流”的情形。

20-21 生育

3 月 8 日，国际劳动妇女节，本报关注青年女性生育问题，围绕 《关于生娃，
这些年轻人在纠结什么》《这些鼓励生娃的政策，哪个让你心动》 两个话题，推出
两期 《两会青年说》。3 月 12 日，本报推出数据动画短视频产品 《数说两会|破除年
轻人生育烦恼，全社会这样行动》，用动漫的方式描画一位新手妈妈“痛并快乐”
的产后生活。

22 反击网暴，维护青少年权益

3 月 9 日，《两会热点串串烧》 推出视频节目 《“按键伤人”成本低，受害者
维权难！打击网暴呼唤法治力量》，关注本报曾报道过的因染了粉色头发遭遇网暴
去世的女孩，邀请代表委员及关注网暴事件的本报记者，探讨用法治力量解决网络
暴力问题。单期被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官方微博转发，微博阅读量破 200 万，快
手 844.9 万在看。

3 月 5 日至 13 日，本报持续推出了 5 期特别节目 《青春元宇宙两会联
播》，由真人和虚拟 AI 形象“青小豹”共同主持，打造“青春元宇宙”虚
拟场景，将本报两会品牌栏目再次传播转化，累计传播量超过 625 万。

今年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为雷锋同志题词 60 周年。3 月 3 日，由
共青团中央宣传部指导，中国青年报社、共青团清华大学委员会、中国青
年杂志联合主办的“雷锋精神的时代价值”理论研讨会在京举行。与会的
部分全国两会代表委员和专家学者从雷锋精神的丰富内涵、时代意蕴等角
度进行梳理和解读，青年典型代表现身说法讲述如何传承和发扬雷锋精
神，高校学子的发言则提供了一个个让学雷锋活动融入日常、化作经常的鲜
活样本，与会专家和优秀青年学子代表面对面的交流和讨论时时碰撞出思
想的火花。人民日报客户端、中工网、法治网等数十家媒体进行了报道。

2023 年全国两会报道，本报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强信心，聚
共识，同奋斗”为总主题，紧扣议程，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以“青
年关注，关注青年”“青年化阐释，可视化传播”为报道思路，聚焦“国
之大者”与青年发展，青年特色更加鲜明，充分利用虚拟、数字人、全

息异地同台、AI 绘画等新技术新应用，发挥三维机制和融媒云厨优
势，以报纸深度报道为基础，强化可视化手段，同时采取视频直播，
网络专题，动画条漫，微博或抖音等话题、热搜，电子海报，图表，数
据新闻，微视频，VLOG，微纪录片，专题节目，活动等多种报道样
态，整合报、网、微、端和合作媒体传播渠道，形成了全媒体、立体化
的传播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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