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省记协秘书长、省记协小记者工
委主任傅亦军发言。

湖州晚报副总编辑 姜宗敏

资源整合
线上展现“十八般武艺”
居家学习期间，为满足小记者对活动的需

求，我们将原有特色活动从线下搬到线上，设计
小记者们在家里也能完成的活动与任务。

年初，湖州晚报小记者积极参与向武汉
一线医护工作者声援朗诵活动，也以此为契
机，开展“我为武汉加油”短视频征集活动、
开辟“宅家小达人”新栏目以及以“防疫抗
疫”和“科普阅读”为主题的征文大赛等系列
活动，小记者们以各种形式展现自己的“十
八般武艺”。

学校复学复课后，一些线下采访、实践活动
逐步提上日程，延续去年的农事体验与岗位体
验类活动，如小小银行家、小小果农、小小美食
家等活动也会重回轨道，继续铺开。

小记者活动需要利用媒体融合的契机，对
内将联合广播、电视等资源平台，对外争取更多
社会资源，加强与政府部门服务项目的衔接，关
注复学后孩子们的身心健康等，探索青少年综
合发展的新路径。

台州日报发行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田天柏

“互联网+”
打造全新的活动平台
台州晚报小记者自1999年创办至今，已有

20年时间，人数超过2万人。
疫情下，因为不能开展大规模聚集活动，原

本的线下活动没法开展，只能转到线上平台。我
们第一次尝试在“台报教育”下开设“小记者新闻
学院”栏目，让资深记者、编辑和小记者们“云上”
面对面。两个月下来，8期活动，反响很好。

尽管这不算是“主动”转型，却给了我们很
多的启发和思考。如同传统媒体面临的转型，加
速发展新媒体，实现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全面
融合。小记者活动同样需要同步转型，利用“互
联网+”，打造全新的交流平台。比如，将我们

“走进校园”等线下主流活动与新媒体融合，让
孩子们有更多更广的学习机会及展示平台。孩
子们通过丰富多彩的线上活动，开阔视野，增长
见识，增强信心！

金华晚报副总编辑 曹建兵

这是一个
有意义有情怀的工作
疫情发生后，小记者的才华没有因为发

声通道的改变而无所作为。无论防疫抗疫，
还是复学复工，无论是在线下还是在云上，
小记者们都可以成为主角，通过“众志成城
抗击疫情”主题征文、小记者连线驰援武汉
医生、万朵鲜花送医生、小记者与爷爷的模
拟电话等活动策划，既彰显小记者的力量，
也引领他们成长。

小记者工作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工作，因
为我们的努力可以改变和提升地方教育生态，
助力下一代更好的发展。我们把更好的教育资
源送到学生手中，这是一份事业，更是一份情
怀。我们努力寻找孩子、家长和教育界内在的
需求，让我们的小记者工作和服务被需要。

绍兴晚报小记者协会秘书长 钟莉莉

强化主体意识
做好社群营销

与教育行业关系最为密切的目标人群为
学生，而学生背后是千家万户，由来自各行各
业、不同层次的从业者构成。

对每一位学生来说，最直观、最切身的
影响一定来源于父母职业的应急强度和休
息调整，正如“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
雷特”，譬如“父母中有一人为医护一线”的
家庭，和“父母中有一人从事个人外贸创业”
的家庭，孩子对疫情当下的责任感、使命感，
以及后疫情时代的父母陪伴、生活状态肯定
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

就此，我们联合多部门开展线上征文活
动，包括推出“以艺抗疫”系列主题比赛，鼓励
中小学生结合身边所见、所闻、所感，用文字、
图画、手工、手抄报等形式记录“一段不一样
的战疫日”，没有标准答案，但求各抒己见。

另外，我们还基于每个人在生活中的
一定需求，着手“异业联盟”建设，打造“绍
兴全媒体小记者”这个全新的品牌，在一定
程度上可以获得资源互换和共享，实现相
互促进、互利共赢。

嘉兴市广播电视集团少儿节目中
心总监 周觉民

创新与保留并举
为孩子量身定制活动
在特殊的“抗疫”时期，1000多名广播少

儿艺术团的孩子，尽管无法走出家门，但同样
有丰富多彩的活动可以参加。我们利用广播电
视媒体的优势，创新与保留并举，精心打造了
一批品牌栏目。

广受好评的“防疫小卫士公益活动”就是
其中一个，邀请孩子和爸爸妈妈一起参与，以
家为演播室，录制防疫儿歌视频。尽管画面并
不那么精良，但非常有亲切感，后期制作的画
面我们同步在网上、电视上播放，引发家长圈
的热评。

父母都在防控疫情的一线，孩子只能独自
在家学习生活……当我们发现这一情况后，于
是第一次尝试了“最美坚守人”的连线活动。直
播间的主持人一边和宅家的阳光伙伴小记者
连线，一边和坚守岗位的父母连线。小记者此
刻的身份，既是采访人，也是被采访对象。尽管
全程画面不那么清晰，解说的内容也有些稚
嫩，但很有亲切感，也得到社会广泛认可。

还有开展了四五年的“气象小主播”栏目，
我们适时调整方式，就由孩子在家创意主持，背
景可以在窗帘前，可以在盆景旁，也可以在小区
楼下，反而更激发了孩子和家长的参与热情。

接下来，我们也将遵照“针对居家活动空
间设计主题”“给孩子量身定制活动”这两个原
则，开设更多孩子们和家长都满意的活动。比
如今年夏天的“全能宝贝营”，邀请孩子参观电
视台，学习绘画、写作、手工等方面知识。

宁波日报报业集团都市报系党总
支副书记、副总编辑 张伟方

把小记者平台打造成
文化输出和人才培养平台

当报纸受疫情影响暂时停刊后，我们停报
纸不停报道，逆势增加发稿频率，采用小记者
电子报通过甬上客户端和小记者微信传播，从
起初隔天出版到天天出版，每天8个版，极大
带动了小记者的投稿热情。疫情期间增加出版
30多期小记者专刊，刊登小记者作品比平时
增加一倍。宁波晚报小记者公众号推送次数从
原来的每日一推增加到6推，最多时候甚至15
推，阅读量比平时翻两番。

今年1月底，我们开展“抗击疫情·甬上小
记者在行动”作品征集活动，甬上APP后台收
到来稿万余篇。除了择优在报纸、电子报上刊
登外，我们疫线家书、致逆行者、宅家抗疫、停
课不停学四个篇章，精选40篇优秀作品出《致
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寒假》作品集，开学后已发
到3万多名小记者手上。

此外，编辑部平均每天制作2-4张附带二
维码的电子新闻海报，宣传小记者以及教育新
闻，2个多月总共设计101张精美的电子新闻
海报，在朋友圈内得到广泛传播。

当下，晚报（金报）小记者，不仅是一个发
稿平台、活动平台，更是一个文化输出和人才
培养的平台。在媒体融合背景下，我们将充分
运用新媒体平台，打造新时代的全媒体小记
者。通过网络云学校、云采访，让小记者足不出
户就可以接受培训并进行实践，培养小记者们
采访、写作、主持等多方面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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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下小记者工作如何展开？
说情怀、谈转型、表态度、晒经验
媒体大咖座谈会现场干货众多

不等不靠，这是疫情下全省小记者团队的工作态度。
5月23日，来自全省20多家省内主流媒体代表齐聚宁波，共商后疫情

时代小记者工作。这是今年浙江省新闻工作者协会小记者工作委员会第
一次召集的会议。主办方期待在后疫情时代，全省同行能够携手合作，深
耕小记者服务，讲好教育好故事，发出浙江少年时代最强音。

会上，业内专家和各位报社老总踊跃发言，畅谈自己的经验和想法。
让我们一起聚焦座谈会现场，听听他们具体说了什么。

宁波晚报小记者迄今已有 22 个年
头，目前仍是宁波日报报业集团都市报系
的一块金字招牌。当下，《现代金报》一周
两期的宁波少年周刊，是金报教育领域的
重要板块。疫情期间，推出大量原创类科
普和暖心抗疫报道，致力于当好教育政策
的翻译官、教育人的传声筒、家长学子们
的知心人，还充分运用报系甬上APP等
新媒体，推出形式多样的线上活动。本报
联合宁波市教育局、市妇联举办家庭战

“疫”视频大赛，收到1000多份视频，反响
热烈。

在疫情最严峻的时候，《现代金报》第

一时间组织发动小记者给祖辈打电话“勤
洗手讲卫生少外出”的倡议，最后拓展到
全市小朋友共同行动，社会效果良好。另
外，宁波晚报小记者公众号推出的线上

“诗词大会”，活动持续一个月，小记者互
动参与度极高。

而刚刚推出的“中国，听见少年”
2020浙江省少儿口语展示云大会活动，
更是一种新模式。

宁波晚报（现代金报）小记者团队在
疫情期间的探索赢得同行们的热烈掌声，
大家纷纷点赞“疫情下不等不靠”的精神
和开创的新模式。

出席本次会议的，都是浙江省记协小
记者工委的成员单位，除了本报（宁波晚
报、现代金报）外，还有浙江电视台、温州
日报、湖州晚报、金华晚报、台州晚报、温
州广电传媒集团、中国教育在线等省市主
流媒体代表。

小记者工委成立于2018年 6月，致
力于为广大小记者搭建平台。此前已成功
策划和组织两届浙江省小记者节，举办

“我和我的祖国 万名小记者走读大浙江”
“小记当家 研学浙江”等大型主题系列采
访活动。各项活动丰富多彩，传播力广，受
到社会广泛好评。

2020年开年，受疫情影响，各地媒体
的小记者工作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但
危中有机：湖州晚报资源整合，让小记者
线上展现“十八般武艺”；金华晚报小记者
策划连线驰援武汉医生、万朵鲜花送医
生、小记者与爷爷的模拟电话等活动；台

州晚报第一次尝试在“台报教育”下开设
“小记者新闻学院”栏目，让资深记者、编
辑和小记者们“云上”面对面。

浙江省记协秘书长、省记协小记者工
委主任傅亦军说：“疫情期间，我们全省小
记者团队不等不靠，化危为机，积极寻求
转型，依靠互联网，开辟新战场，很多单位
有着一系列可圈可点的举措和经验。”

他衷心期望报社能够抱团前行，共同
服务小记者。让小记者在活动中，能够学
有所成，不断进取！中国，必将听见我们浙
江少年奋发图强的声音！

宁波日报报业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编
辑、宁波都市报系总编辑唐慧卿出席座谈
会时说：“期望都市报系和宁波的小记者
工作，能与全省同行携手共赢，深耕教育
服务产业、开掘研学教育板块、创新活动
内容载体，使全省小记者工作能实现新目
标，更上新台阶。”

宁波日报报业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编
辑、宁波都市报系总编辑唐慧卿发言。

不等不靠 全省小记者团队开辟新战场

□记者 樊莹 林涵茜 摄影 记者 崔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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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记协秘书长、省记协小记者工
委主任傅亦军：

疫情下的“云概念”
提供活动新模板

这个会议开得很及时，很有内容，很受启发。
疫情下的“云概念”提供给小记者活动新模板。

受疫情影响，省记协的培训从线下转移到线
上，特别开设“云课堂”直播培训，这种全新尝试已
举办三期，每期一万多人收听，取得很好的效果。
类似模式可以延展到小记者体系，让更多小记者
通过“云平台”得到成长。

工委将努力搭建线上线下“云平台”，打造“云
盛典”概念。第三届浙江省小记者节也将以“云盛
典”的形式举行，邀请更多小记者来参与。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接
下来我们将围绕“小康”这个话题，举行“温暖的回
想 我家的小康生活”征文比赛，发动全省小记者
来共同参加，可以是图文，也可以是视频。年终我
们还将开展浙江省小记者十佳品牌活动评选，展
示优质创新的好项目。大家形成合力，汇聚资源，
抱团取暖，共谋发展。

浙江电视台少儿频道总监、浙江省记
协小记者工委常务副主任 钱群

“三个一”
打造全新小记者体系

去年，作为轮值副主任单位，浙江省广电少儿
频道推出多个大型活动，“万名小记者走读大浙
江”活动共有24599人参与，2019小记者节在凯
蒂猫乐园欢乐举行，来自全省的小记者欢聚一堂，
首次尝试“小记者志愿者”模式，让孩子们以主人
翁的姿态参与到自己的节日中。

新的一年，建议小记者工委打造“三个一”：搭
建一个小记者云平台、建立一套小记者证的星级
体系、寻求一个提升青少年媒体素养的高端出口，
以鼓励教育为主要方针，更好地培养小记者积极
健康发展。

浙江省小记者工委秘书长朱戈倩

融合媒体力量
共度后疫情时代

在这个时间点举行浙江省小记者工委工作座
谈会，非常重要且及时。受疫情影响，小记者工作
按下暂停键，本次活动是疫情发生以来，浙江省记
协小记者工委的第一次正式活动及会议，为如何
应对后疫情时代的小记者工作提供新思路。

这次来宁波，参加由宁波晚报（现代金报）组
织的“中国，听见少年”2020浙江省少儿口语展示
云大会启动仪式，让我印象深刻。这个活动面向全
省小记者举行，在云上举行，可以展现各地小记者
的风采。这是疫情下开展小记者工作的一次新的
创新。会后海洋研学基地之旅也给工委各会员单
位留下深刻印象。

浙江省记协小记者工委希望能够为会员单位
提供更好的服务，目前正在考虑在省级层面搭建
小记者“云平台”，建设并梳理小记者整体体系。接
下去，还将更多地开发线上功能，线上线下相结合
来办活动。

宁波晚报（现代金报）小记者工作被同行点赞

“好玩”的海洋研学 让大记者们成了“好奇宝宝”
5月23日下午，与会嘉宾们来到宁波海洋研究院

实践创新基地进行考察，开启一场海洋探索之旅。
宁波海洋研究院实践创新基地由宁波大学、自然

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浙江海洋大学的专家团队倾
力打造，是浙江省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目前
已开发一套独具特色的海洋研学课程。

走进多功能展厅，就仿佛来到神秘的海底世界。
不仅可以欣赏东海丰富的生物资源，还能实现与海洋
生物的互动。触碰生物图标，了解一条鱼的“前世今

生”；拍击鱼食袋，来一次现场“投喂”。
基地的实验课程在平时就受广受学生欢迎，这次

也让嘉宾们印象深刻。“你们知道水母的胃在哪里？”
“海星要如何翻身？”工作人员并没有公布答案，而是
让大家自己动手去体验。

给水母喂食，帮海星翻个身……平时沉稳的总编
和大记者们成了“好奇宝宝”，睁大眼睛，仔细观察。

“翻身了，这个海星翻身了！”“原来水母吃东西这么佛
系啊。”

中国教育在线记者张可宁在参观后意犹未尽：
“我刚刚把海星放在自己的手背上，能感受到吸盘的
吸力！这种体验的感觉不错！”

浙江省小记者工委秘书长朱戈倩认为，这个基地
真正结合“研”和“学”的诉求，还融入玩的内容。“玩是
孩子们的天性。如果只是走马观花地看一看，孩子们
无法提起兴趣，学的效果就要打折扣。在研学的过程
中边玩边学，是一种非常好的思路。”

记者 褚笑寒

会议现场会议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