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青年2022年9月8日星期四
责任编辑马鈜 美术编辑翁浩强

联系我们 qnbyw@163.com

近日，闵行区许浦村村委巡查队员在
工作时，发现一户村民正在顶层平台上搭
建阳光房，并已固定好了部分钢架。闵行
区华漕拆违办巡查队员第一时间制止，并
将该情况上报队领导。

经现场核查，在建阳光房面积约8平方
米。经与当事人沟通，对方有较强的抵触心

理，不配合拆除工作。本着对新增违建“零
容忍”的原则，队员对村民详细讲解了相关
的法律法规，并宣传违法搭建的安全危害和
社会影响，晓之以理，经过耐心沟通和劝说，
该村民最终同意自行拆除违法搭建。

次日，队员对该处点位进行复查，平台
上的钢架结构已经拆除。

拆违办细致工作，村民自行拆除违建物

遗失声明：上海顺垚汽车销量服务有限公
司遗失财务章、法人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上海仕齐公共住房租赁经营管理有限公
司遗失 法人章、财务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刘唯慰遗失警官
证，警号：030660，声明作废。

广告

2020年开始，面对突如其
来的新冠疫情，邢维和上海广
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的深度
报道团队都没有缺席。无论
是 2020 年的《生命·方舱》和
《生命·呼吸》两集抗疫专题纪
录片，还是2022年上海封控期
间制作的《11 分 10 秒听见封
控 中 的 普 通 人》和《战 疫·
2022》，都收到了广泛的好评，
给全民抗疫留下了最一线的
记录影像。

2020年两集纪录片的制作
过程让邢维至今记忆犹新。当
时，上海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
心派出两位记者黄伊罕和陈
瑞，前往武汉抗疫前线采访。
在武汉深入一线的 57 天时间
里，他们发回100多条电视新闻
和新媒体报道，同时兼顾专题
纪录片素材拍摄和累积。在上
海，邢维和深度报道团队全力
对接制作前方传回的素材，以
专业与理性、同时带着具有共

鸣的情感，将这些珍贵的视频
素材和网络自媒体资料凝练出
两集专题纪录片。从医生、记
者和患者不同的视角，第一人
称讲述了他们所亲身经历的方
舱和重症病房故事，用真实的
情感变迁映照真实的战“疫”进
程。“我想在片子里呈现的是，
我们的抗疫绝不是简单的控制
住感染数字，在这场抗疫遭遇
战里我们可以看到博弈，看到
人性，看到一套机制得以满负
荷运转起来的动力。我们尽最
大的努力去解读和展现一线故
事，正是这些丰富的故事让观
众了解为什么新冠疫情全球大
暴发的背景下，中国能如此高
效地控制住疫情。”

2022年，上海出现疫情，邢
维在封控期间编导制作了“战
疫·2022”系列专题纪录片第一
集《直面奥密克戎》。在新国际
博览中心方舱和瑞金医院北部
院区，邢维穿着密实的防护服，

扛着摄像机，在存在大量病毒
的危险地带，纪录医护人员的
工作。在他看来，做一部好的
纪录片，编导应该接触最一线
的场景，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处
境。“入舱拍摄前其实是一些担
忧和恐惧的。因为我们所面对
的病毒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
西。”邢维说，“但是当我们迈进
那个门槛，去执行拍摄任务，去
了解那些感染者和医护人员工
作状态的时候，这种恐惧就自
然而然消失了，不再有心思去
顾及自己。”

邢维告诉记者，两次疫情
的报道，上海广播电视台融媒
体中心在突发公共安全问题发
生时，会尽最大的可能展现社
会不同层面、不同职责的人正
在做的应对之策，尽量让公众
了解不同职业的人正在做的努
力，减少信息差带来的焦虑和
误解，达成矛盾和冲突的彼此
理解，彼此谅解。

是电视人，更是新媒体人
这位青年新闻工作者用最一线的影像为时代留下注脚

上海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首席编导邢维，最
近获得“全国青年岗位能手”称号。在过去的10年
间，这位生于1989年的青年电视人参与策划了一系

列重量级的专题纪录片，不仅为时代留下注脚，也为生活注入了能量。邢维
告诉青年报记者，新闻人不仅要埋头做事，还要时刻关注媒体所处的这个
日新月异的时代，他是电视人，更是新媒体人。 青年报记者 郦亮

在上海广播电视台编导的岗
位上工作的同时，邢维也在经历
和思考传统媒体转型。他相信主
流媒体的融媒体转型要实现“受
众互动、内容互哺，影响力互
补”。邢维表示，编导的工作确实
要像工匠一样去实实在在地钻研
每一个选题，精进自己的业务能
力。但是在埋头做事的同时，媒
体正处于技术更新带来的日新月
异的时代。埋头工作的同时也应
该思考如何将影像内容和最新的
技术、平台进行结合。“观众选择
从一个媒介去获取信息，要么是
因为他认可这个信息传播的语
态，要么是因为喜欢它的呈现方
式，要么就是因为某些足以产生
共振的共通点。我们作为影音内
容的生产者就要去考虑这些因

素，去适应新媒体、新媒介、融合
传播的输出特点。”

邢维说，融媒体中心深度报道
团队一直在与时俱进最新的媒介
和传播方式，近期准备尝试制作带
有元宇宙属性的“增强现实”的内
容，参与集团的“元动力”计划，利
用“了不起宝藏”这样一个文化品
牌，将最新的影像语言和生动的文
物故事结合进博物馆的传播场景
里，利用AR眼镜，将静态的文物和
传统文化中抽象的意识变得更为
具像化。尝试以“了不起的宝藏”
品牌为载体进行媒介融合，以融媒
体中心的连接性为基础逻辑，跨行
业“宽融合”，链接更多的社会资
源、商业资源和生活资源。

紧跟时代发展，这也是电视
人的使命和担当。

在邢维迄今10年的工作经历
中，参与摄制了很多专题纪录片，
而且题材相当广泛。除了抗疫专
题纪录片之外，他还制作了包括
建党百年专题报道《不能忘却的
纪念》《诞生在上海》，喜迎十九大
特别报道《奋楫者先》，记录普通
人的《玩家》《小镇青年》《陪读家
长》，甚至还有传播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三星堆：跨越千年的对
视》和《了不起的宝藏·探宝上
博》。

说到自己的选题标准，邢维
说应该有两方面，首先是要承担
起主流媒体的社会责任。无论是
抗疫专题纪录片，还是建党百年
特别报道，抑或是博物馆探宝系
列，都和主流媒体应该承担的社
会责任有关。主流媒体应该向观
众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应

该在像疫情这样的特殊时刻传递
一些真实的故事，同时能够给大
家带来一定安全感、信任感、力量
感的内容。

另一个方面要做观众感兴趣
的内容。“我们做的报道一定不是
自娱自乐的。目的是让更多人看
到，并且大家还愿意转发，看了之
后能有所感触的。所以不管是在
确定一个选题，还是切入一个故事
的时候，我们先把自己作为一个观
众，作为一个普通人去审题。”邢维
告诉记者，他会问自己对这个选题
是否感兴趣，又有哪些方面是有好
奇心去了解的，然后再去找到可以
打动自己的故事和观点。在邢维
看来，不能把工作看作是完成任
务，主流媒体制作的内容不能曲高
和寡，索然无味，让从业者陷入应
付了事的状态。

战斗在一线，工作在危险地带

要承担社会责任，也要打动自己

紧跟时代发展，是电视人的使命担当

邢维认为，做一部好的纪录片，编导应该接触最一线的场景。 本版均据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