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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千村、下田坎，讲好农业大省的吉林故事；访万户、进

农家，见证乡村振兴的喜人变化。吉林是农业大省，乡村振

兴是新闻宣传要充分反映的重要主题。从春暖花开到冰天

雪地，从禾苗青青到硕果累累，从田间地头到屋里炕头，《翠

花走千村》栏目记者的脚步踏遍了白山松水，《老侯的春天来

了》《君子兰“绽放”致富路》等一大批沾满泥土、带着露珠、冒

着热气的精品稿件层出不穷。

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高大上”的标题，只有“翠花班”

用心用情挖掘、记录乡村之变的浓浓深情。那山那水，那亲

切的乡里乡亲，那新农村的新气象……

“翠花，是我们，一群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新闻人；

走，是一种工作常态，在走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在

走中转作风、改文风；千村万户，是我们的采访目标，更是我

们的服务对象。我们愿用自己的辛苦指数换来他们的幸福

指数。”吉林日报社社长、总编辑、“翠花班”班主任于迅来在

寄语中这样写道。

如今，一年时间里，《翠花走千村》栏目已经报道了260

多个村，春夏秋冬，脚步从未停歇。

如何让新闻宣传既有温度，又有热度？

《翠花走千村》栏目逐步摸索出一套内容和形式有机融

合的新模式：栏目刊标+短视频+图文+宣传片，在《吉林日报》

三农专版、学习强国吉林学习平台、大吉网等多种媒体平台

上发表，纸媒和新媒体同频共振，形成全媒体传播矩阵。

与此同时，在走乡村的过程中，也让记者对乡村愈发

的热爱，对乡村振兴也有了更加深刻的感悟。记者即兴创

作出吉报“翠花班”说唱版，在大型活动、会议等不同场景

反复播放——“五朵金花美名扬，走村入户最在行，解民忧

助民富，翠花正在乡野处；萃选吉林土特产，端稳农民金饭

碗，黄花村君子兰，香飘全国美无言，马鞍山旅游忙，美丽

乡村名四方……”

《翠花走千村》充分发挥党报赋能乡村振兴重要作用，用

心用情讲好吉林故事，传播乡村振兴好声音。

翠花走千村，一直在路上！

集中宣传有热度
——传播乡村振兴好声音

8月30日，平原农耕助推吉菜新产业研讨会在四平市举

办，这是《翠花走千村》栏目与吉林工商学院、相关市州商务

局、吉林省饮食文化研究会共同主办的吉林省区域饮食文

化助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研讨会第八站活动。

今年伊始，《翠花走千村》栏目充分发挥媒体的职责使

命，积极担当作为，聚焦发掘我省土特产优势资源，寻找“吉

林味道”，让吉林特产为新时代吉菜产业发展助力。

这仅仅是《翠花走千村》栏目为现代化大农业全产业链

服务的一个缩影。从去年9月7日栏目上线之初，就以“走

向乡村振兴”为主题，策划举办丰富多彩的品牌活动，在全

省各地通过多种方式服务乡村。

与100位村党支部书记、驻村第一书记、致富带头人深

入交流，了解需求，将新政策、新技术送进村屯；

春节组织策划了“关东村晚”，元宵节举办“村花闹元

宵”全省征集活动，“三八”妇女节组织医疗专家进村送健

康；

走进吉林省“第一书记代言”产品大集，开设翠花走千

村展位，现场采访了几十位驻村第一书记，帮助他们带出了

不少家乡货。

在组织活动中，也留下了很多难忘的小故事——

梅河口市曙光镇西太平村，一望无际的田野里稻浪翻

滚，丰收在望。

“多亏了你们帮助我们打造大米品牌，让村里的大米有

了更多销路！”村党支部书记韩君高兴地说。

好米难卖好价，是村里人曾经的遗憾。

为了寻求小村破题之路，《翠花走千村》栏目联系了相

关专家，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为切入点，发挥吉报善于打造

品牌的长项，为西太平村提供新闻宣传、活动策划、城乡对

接、文化赋能等服务，同时联合政府、高校、农科院、企业共

同举办“五方共建”活动，发挥各自优势，深挖稻米文章，探

索农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径，让西太平村重焕生机。

每一次活动，都是《翠花走千村》栏目对乡村的真情付

出；每一次对接，都是“翠花”成长的见证。只要能为乡村带

来一点点变化，都能让我们心满意足，干劲满满。

组织活动有密度
——党报赋能聚人气

“翠花，能帮我联系一下喂牛的饲料吗？”“翠花，能帮我

们联系销售葡萄吗？”……一条条求助信息出现在《翠花走千

村》栏目联谊微信群里。

“马上安排！”

养牛户急需颗粒饲料，翠花马上对接饲料企业！

农民为丰收的葡萄犯愁，翠花前往现场助力打造农产品

品牌！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作为吉报全媒体改革的“试验田”

和创新发展的“示范地”，《翠花走千村》栏目致力打造“吉字

号”农产品品牌传播新智库，积极创建城乡双向奔赴新通道、

乡村资源链接新载体。

乡村急需什么？

城市有哪些资源？

怎样以城带乡？

如何城乡互补？

《翠花走千村》栏目建立了翠花工作群，专门印制了“翠

花走千村联动卡”，走村进户时，将联动卡发给村民们，详细

调查了解乡村、农民需求，及时梳理向有关部门反映，力所能

及为农民服务，让技术、资金、人才等更多的生产要素在城乡

之间充分流动。

走出去，更要请进来。吉林日报社专门开辟一处场地，

作为《翠花走千村》的活动空间，命名为“乡约空间”，在“乡约

空间”里展示相关对接成果，展示“吉字号”品牌农产品、乡村

文创产品等。

吉林大米、长白山人参、东丰梅花鹿、公主岭鲜食玉米、镇

赉杂粮杂豆等特色农产品琳琅满目，充满乡土气息的元素随处

可见。中国农业科学院特产研究所、吉林省农业科学院以及部

分县市区都将相关品牌农产品及乡村振兴典型经验梳理，汇聚

到“乡约空间”，成为助力乡村振兴、助农兴农的重要载体。

这里人气持续不断，各地人士到“乡约空间”打卡访问。吉

报“翠花班”在这里研究报道选题，孵化项目成长，也经常邀请专

家学者、驻村第一书记等做客访谈，形成城乡融合的双向奔赴。

双向奔赴有温度
——从“走出去”到“请进来”

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在全省推进人才

留吉就业创业的火热氛围中，《翠花走千村》栏目走进东北

师范大学、吉林师范大学等高校，与数百名师生面对面交

流，探索媒体融合背景下全媒体人才的培养模式。

当前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最缺乏的资源就是全媒体

人才，想要当好一名记者，需要具备互联网思维，既要提笔

能写、看稿能编，又要对镜能讲、举机能拍。《翠花走千村》栏

目组记者从栏目的定位、新闻选题与策划、活动策划执行、

“翠花班”网红IP打造等方面，解析党报赋能乡村振兴新媒

体栏目的成长路径。

课堂上，还为学生们现场展示吉报“翠花班”原创说唱

和展览长卷，精彩的创意、接地气的作词、朗朗上口的节奏，

引得现场阵阵掌声。7米长的长卷就像是一个小型的移动

展览馆，上面记录了栏目从无到有的变化，巧妙的设计与策

划，吸引大家纷纷拍照。

从田间地头到大学课堂，《翠花走千村》栏目在发展的过

程中，一路走一路思考，组建了“翠花走千村助力乡村振兴联

合体”，做好媒体发布平台、党政支持平台、社会组织平台、专

家智库平台、涉农企业平台、人才基地平台、新农人代表平台

等“10+”资源链接。其中人才基地平台利用全省高校传媒学

院，发挥专业人才优势，提升大学生热爱乡村、助力乡村振兴

的情怀和能力，为乡村振兴建设储备青年人才队伍。

不仅如此，栏目组还相继走进中国农业科学院特产研

究所、吉林农业大学等科研机构和高校，走进吉林省农业综

合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农发集团等知名农企，感

受我省农业发展的新成果、新变化，推介助力乡村振兴公益

项目，为吉林建设农业强省贡献媒体力量。

群众的意愿在哪里，党报的脉动就传导到哪里；群众的呼声

在哪里，党报的触角就伸到哪里。《翠花走千村》栏目把新闻报道

的触角延伸到了田间地头、村民炕头，火了本土优质农产品，暖

了村民的心头，以全媒体传播之力，绘就乡村振兴美丽画卷。

吸引人才有厚度
——汇聚众力促振兴

9月2日，第三届中国报业创

新发展大会在广西南宁召开。会

上，公布了第四届中国报业深度

融合发展创新案例名单，全国仅

评选出60个。吉林日报彩练新

闻《翠花走千村——党报赋能乡

村振兴综合服务平台》荣列其中，

这是东北三省唯一获奖案例。

在中国报业创新发展大会分

组讨论环节，围绕“改革创新体制

机制，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能力”主

题，吉林日报社社长、总编辑于迅

来以“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吉

报实践”为题发言，向全国媒体同

仁特别推介了“翠花走千村——

吉报采撷翠花之萃，种好服务乡

村振兴试验田”的故事，从集中宣

传有热度、组织活动有密度、双向

奔赴有温度、吸引人才有厚度四

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大会期间，2024年中国报业

创新发展案例展同步展出，全国

报业大咖云集，《翠花走千村》栏

目精彩亮相。

精美的关东满族剪纸、栩栩如

生的蛋雕、带有“翠花走千村”标志

的草编工艺品，身着东北“翠花”服

饰的吉报记者……吉林日报《翠花

走千村——党报赋能乡村振兴综

合服务平台》案例展位，独具乡土

气息的风格，令人耳目一新。

《翠花走千村》栏目是吉林日

报彩练新闻客户端的品牌栏目，

由吉林日报社和吉林省农业农村

厅共同打造，以“走千村、访万户、

解民忧、助民富”为宗旨，发挥党

媒作用，助力乡村振兴。目前已

采访报道我省260多个村，举办

“走向乡村振兴”系列活动18站，

成为吉林农民田间地头、屋里炕

头的热门话题。

“‘翠花’这个IP真是太有创

意了，让人听着就很东北，希望

以后有机会和翠花一起走千村，

感受你们当地的风土人情。”

“这个助力乡村振兴的模式

很好，很有借鉴意义，期待咱们

在媒体深度融合方面能有更加

深入的合作。”

来自全国各地的报业精英

纷纷来到《翠花走千村》展位，积

极交流经验，分享创新发展成

果，通过发挥各媒体丰富的资源

优势，不断推进报业创新发展。

“圈粉”的不仅有《翠花走千

村》的运营服务模式，栏目组带

来参展的翠花文创产品也同样

得到了大家的青睐。

“小小蛋壳又薄又脆，一碰即

碎，能把大众喜闻乐见的图案雕琢

于蛋壳之上，变成了具有观赏及收

藏价值的艺术品，实属不易！”

“这是我们吉林民间手工艺

创作者的杰作，上面雕刻了吉报

翠花班‘五朵金花’的头像，长白

山天池、查干湖、东丰梅花鹿、长

白山人参等。”“翠花”热情地向

观展者介绍。

“这个小筐是用什么做的？”

“这是草编工艺，主要原材

料是农作物秸秆、玉米皮等纯天

然环保材料。”

“点草成金”，变废为宝。在

这一编一织中，不仅演绎着匠人

们最美好的指尖芳华，他们还用

自己的巧手编织出一条致富之

路。

翠花也如同这些匠人们一

样，用心血和汗水，浇开乡村振

兴的“幸福之花”。

本版文字：本报记者王伟
本版摄影：本报记者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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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花走千村》栏目的新闻报道稿件。
翠花走千村栏目组策划举办的系列活动海报。

翠花走千村栏目组走进朝鲜族民俗村。 翠花走千村栏目记者走进大学课堂。

身着东北“翠花”服饰的吉报记者在中国报业创新发展案例展上受到关注。

第三届中国报业创新发展大会现场。 翠花文创产品备受观展者青睐。

2024年中国报业创新发展案例展上人潮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