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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采访活动期间，伊犁融媒体中

心纸媒创作部副主任林海不仅为北海深

厚的历史文化所折服，也感受到了两城

之间那根紧密的纽带——丝绸之路。

伊犁地区曾是古代陆上丝绸之路上

的重要通道和商业枢纽，而北海则是古

代海上丝绸之路最早始发港之一。“两地

同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重要城市，宛

如中国南北的姐妹。”林海表示，这几天

他一直在认真观察了解，希望能够取长

补短，向北海的文旅发展学习取经。

十分巧合的是，2023 年 9 月 24 日至

26 日，由北海日报社开展的“‘海丝’连

着‘陆丝’——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十周年”大型融媒体主题采访活动第五

采访组走进伊犁，探访了这座丝路上的

重要节点城市。

“去年的那次重大主题采访活动，是

北海市融媒体中心在打造融媒精品方面

的一次实践探索。”在今年 9月 24日上午

举行的此次活动开幕式上，北海市融媒

体中心主任李军与嘉宾们分享了在全媒

体时代，如何才能让重大主题报道既“顶

天”又“立地”，叫得响、传得远，“出彩出

圈”，成为公众喜闻乐见的精品力作、刷

屏之作的实践经验。

其分享的重要一点是“‘手牵手’，让

重大主题报道‘实现多赢’”。这些年来，

北海市融媒体中心一直在探索媒体结

盟，包括精心打造“‘海陆’对望谈北海”

系列专访、加入粤桂琼十四市报业联盟、

与湖州市新闻传媒中心签订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与潮州日报社携手合作进行双

城联动宣推等努力探索，搭建了与媒体

盟友深度交流、共同进步的大平台。

“期待在未来的双城联动中，通过两

地的媒体力量展现两地的独特魅力和发

展活力，互相交流学习借鉴，将两座城市

的精彩故事传递给更广泛的受众。”调研

期间，潮州日报社副社长吴俊溪在接受

北海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采访时表示。

李军则表示，将以此次活动的学习

交流为新起点，继续聚焦内容生产核

心，坚持走精品路线，围绕党委政府中

心工作和民生关切等重大主题，守正创

新，加强选题策划，集中资源优势，把内

容生产与移动分发机制更好地结合起

来，打造更多高质量、有分量、传播广、

受欢迎的“爆款”融媒精品，用心讲好北

海故事，讲好中国故事，全面提升传播

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力争在媒

体融合改革发展的浪潮中实现大提升，

开创新局面。

“北海向海经济活力迸发，同时又宜

居宜业，是一座值得一来再来、细品慢品

的城市。”中国地市报研究会副会长，平

顶山日报社党委书记、社长刘泉对此行

给予了高度评价。由中国地市报研究会、

中共北海市委宣传部指导，北海市融媒

体中心主办的此次活动，不仅增进了北

海等广西地市媒体与全国媒体同行的交

往合作，也为全国党媒提供了一个合作

和交流的重要平台。

千帆竞发、踏浪前行。可以预见的

是，下一个 40 年的北海开放发展故事，

一定会更加精彩。

探秘一座城市的新与“心”
探索一种融合的新与“精”

——百家党媒看北海主题采访活动侧记

40年前，北海被列为全国首批
进一步对外开放沿海城市，迎来了历
史性的发展机遇。同年，《北海日报》
创刊，成为北海向世人展示自身魅力
的一扇亮眼“窗口”。

40年弹指一挥间，因海而生的
千年海丝古港，如今正奏响向海图
强、开放发展的奋进新乐章。而那扇
始终与北海发展同频共振的“窗口”，
也以市融媒体中心的崭新身份，坚持
内容为王、融新用心地讲好新时代北
海故事。

风华正茂四十载，开放向海正当
时。这是一个重要节点，也是全新的
起点。恰逢其时，全国百家党媒采访
团乘潮而至，共赴珠城九月的这场邀
约——地市媒体内容建设推进会暨
“向海图强 开放发展”百家党媒看北
海主题采访活动。

聚焦北海对外开放的成就经验，
见证打造向海经济的生动实践，连接
加深交流合作的桥梁纽带，共话融媒
纵深发展的守正创新……3天时间
里，媒体“大咖”们在这座既年轻又古
老、既美丽又有魅力、既有发展优势
也具备发展动能、既带开放基因又肩
负向海使命的城市，展开了一场沉浸
式的探秘之旅。

“目之所及皆是绿色。”百名

媒体“大咖”中，有与北海初次邂

逅的，也有和北海久别重逢的。北

海之“绿”，是他们与这座生态宜

居之城此次相遇的第一印象。

金 海 湾 红 树 林 生 态 保 护 区

里，约 3000 亩的红树盘根错节、青

绿无边。碧海蓝天之间，许多白鹭

驻足于红树枝头。

吸引它们频频流连的，是这

片 新 晋 国 际 重 要 湿 地 的“ 朋 友

圈”——弹涂鱼、招潮蟹、中国鲎

等众多浅海湿地生物以及多达百

种的鸟类。

这幅人与自然相融相生的生

态画卷，让沿着海上栈道深入林

间的采访团成员赞叹连连，举起

相机、手机拍个不停。“第一次感

受到了海上‘城市绿肺’的魅力。”

江城日报社编委、综管办主任籍

伟杰的由衷感慨，是“大咖”们的

共同心声。

目前，北海共有 2 个红树林自

然保护地和 6个红树林保护小区，

2020 年以来，全市累计营造红树

林 359 公顷，修复红树林 1034 公

顷。郁郁葱葱的红树林，已成为北

海绿色发展“名片”。

同样是北海的生态“名片”，涠洲岛还多

了一张特殊的标签——全国首批“和美海

岛”。这个被媒体“大咖”们誉为“人间仙境”的

火山岛，最吸引他们、让他们发问最多的并非

海岛风景，而是岛上派出所的一个警务站。

警务站位于涠洲岛最核心的南湾鳄鱼

山，民警告诉“大咖”们，这里客流量较大，“景

中有警”的设置，能更便捷地为群众服务，帮

他们解决困难。这也是近年来，涠洲岛探索构

建涉旅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机制，全力化

解涉旅纠纷，实现服务不缺位、矛盾不出岛、

平安不出事的一个缩影。

涉旅纠纷化解率超 90%、涠洲人民法庭

受理案件数量连续三年下降。去年 11 月，涠

洲岛旅游区《“管、快、创”化解海岛旅游纠纷

工作法》入选全国 104 篇“枫桥式工作法”，并

被授予“全国新时代‘枫桥经验’先进典型”

称号。

“这不仅维护了游客和经营户的合法权

益，还为海岛进一步拓展‘文化+旅游’‘体

育+旅游’等新业态提供了有利条件，促进旅

游业持续健康发展，可谓一举多得，美美与

共。”采访团成员们纷纷为这一具有鲜明特色

的新时代“枫桥经验”海岛样本点赞。

活动期间，让“大咖”们发出更多惊

叹的，是北海发展的蓝色引擎——向海

经济产业。

走进铁山港（临海）工业区，在北部

湾港北海码头，万吨巨轮靠泊在岸，集装

箱装卸作业高效运转。采访团成员从北

部湾港北海码头有限公司了解到，目前，

北海码头已实现 10 万吨级散货船舶的

常态化接卸，今年 1 至 8 月，累计完成货

物吞吐量 2865.96万吨，同比增加 8.52%。

预计到 2025 年，北海码头将具备亿吨大

港规模。

华电蓝水海洋能源装备制造项目总

投资约 35 亿元，致力于建设成为全国范

围内大型海洋油气平台和海洋风电装备

门类最齐全、年产量最大的生产基地。

“这些装备有多重？多高？”“项目能为北

海经济发展带来什么效益？”站在巍然耸

立的 2400 吨龙门吊前，采访团成员被只

争朝夕的建设生产氛围深深感染，问题

一个接一个抛出，采访气氛也变得“火

热”起来。

“此行颠覆了我对北海仅是个旅游

城市的‘刻板印象’，北海向海经济产业

发展得这么好，是向海图强、开放发展的

生动写照。”北海向海通道不断升级、向

海产业风生水起，让镇江报业传媒集团

视频制作中心主任胡冰心对这座城市刮

目相看。

这些年来，这座因海而兴的沿海开

放城市不断为自身高质量发展寻找新引

擎，持之以恒优环境、抓招商、上项目、强

产业，积极推动海工装备和深远海风电

等产业实现新突破，不断探向海洋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深水区”，向海之“心”，历

久弥坚。通过此次主题采访活动的近距

离接触，媒体“大咖”们更加深切地感受

到了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和发展潜力，

郑重地接过了这张北海开放发展的“新

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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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逐梦深蓝 向海图强——这座城亮出“新名片”

3 陆海相连 媒体相牵——此盛会融媒更融心

（本版图文由北海市融媒体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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