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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13日，当我从人民日报网络版上看到"行走黄河"采访组的记者们站在"黄河源头"牛头碑

之前兴奋欢呼的合影时，我的心也随之激荡起来 -- 真不容易啊！  

  我佩服人民日报对此次大型连续报道活动的创意；我佩服华东分社三记者李泓冰、吴焰、

周寅杰的壮举；我更佩服网络版开创了前所未有的新闻报道新形态。  

  名为"行走黄河"的采访报道活动，是人民日报华东分社和人民日报网络版联合推出的一次

网上跟踪直播大江大河的全程式采访活动。三名记者组成的采访组自5月11日从山东东营黄河

入海口出发，逆黄河而上，经山东、河南、陕西、山西、内蒙古、宁夏、甘肃、青海等省区，

行程8000余公里，历时一个月，于6月10日晚8 时许登上海拔近5000米的巴颜喀拉山脉的措哇

尕什则山巅，从而使这次采访活动圆满结束。采访组就黄河流域防汛、断流、污染、水土保

持、生态建设、文化承续等课题发回大量报道，通过网络版上专设的"行走黄河"主页每日同步

刊发，发稿总量为上百篇稿件10余万字和约200幅图片。  

  人民日报网络版对本次有组织、有计划、成规模的大型采访活动的网上报道，在国内网络

媒体中是第一次。采访期间，网络版编辑部时刻与前方记者保持热线联系，并及时将最新消息

送上网，每日在第一时间与广大读者见面。在《行走黄河》专栏内设有：每日报道、行走日

记、黄河写真（图片新闻）、请您参与BBS（采访组在途中曾主持BBS论坛，回答众多热心网友

的即时提问）、洪水之忧、断流之痛、污染之虑、泥沙之困、黄河资料、沿途重要城市、关于

本次采访等多个栏目，而且读者可以就自己感兴趣的问题随时向前方记者点题。这次采访报道

将网络媒体的即时性、大容量、多媒体、互动性等本质特征和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无疑将在

中国网络媒体发展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目前我国新闻媒体上网已达到一定规模，但掌握和运用网络媒体特性和传播规律尚处在初

级阶段。人民日报网络版此次网上大型报道活动的成功经验，为众多新闻媒体网站提供了一个

范例。  

  若从更广的角度观察此次活动，以下两点或许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昆曲研究学术网站探略  

·新媒体及其发展战略路径  

·互联网公司路线百像图  

·奥运报道开启新网络时代  

·奥运促使新媒体集体爆发  

·报业集团中的门户网之争  

·"门户之见"的传播学思考  

·地震来了，新媒体在哪？  

·网络的良知  

·视频：房地网生存之道  

·浅析门户网站的同质化  

·新闻网站的"10条军规"  

·商业网站新闻比较分析  

·“跨媒体”中的交叉点  

·人民网10年影响  

·名人博客现象探析  

·析博客社会安全阀功能  

·网络媒体踏上主流路  

·新媒体搅动世界杯  

·新媒体的功与过  

·评论：网络日志的边界  

·从电子杂志鼻祖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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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多少有些遗憾的是，这次网上报道没有产生较大的影响力。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5

月8日发生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用导弹袭击我驻南大使馆突发事件，立刻成为全国人民关注的

焦点。网友们在网上的活动也集中在这一主题，无暇顾及其他。当网友蜂拥到"抗议论坛"发出

呐喊时，自然冷落了"行走黄河"论坛。其次，我国民众对于环境保护的意识尚比较薄弱，对于

此类报道活动的反响不甚热烈。时至6月1日，一个署名"一个中国人"的热心读者在论坛上留言

说："为什么关注黄河的人这么少，难道中国人都不是炎黄子孙吗？她可是我们的母亲河

啊！"而版主也再次呼吁"欢迎大家为我们的前方记者点题，并共同关注我们的母亲河--黄

河。"其实，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正成为我国乃至全球发展中面临的大问题，在我国，包括

黄河在内的各大水系生态状况的迅速恶化，已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人民日报抓住这一焦点问

题而组织的"行走黄河"采访报道活动，意义是巨大的，网络版的运作也是出色的，民众的反响

不甚热烈，或许恰恰说明我们的媒体在这方面的工作任重而道远。  

  二、 如果说，这次报道没有达到应有的影响和效果以上所说是不可排除的外部因素，那

么从网络媒体自身来说，则应注意与印刷媒体及其他媒体的互动和联动。我国的网民人数毕竟

很少，报刊、广播、电视在很长时间内仍将是我国的主流大众媒体。因此类似"行走黄河"这样

精心组织的大型网上采访报道活动，事先应通过本报印刷版和其他媒体广为宣传；在活动期

间，也应选择重要报道不时地在本报印刷版和其他媒体刊出播出。这种关照只会加强和突出网

络媒体传播的效果。此外，网络信息具有更显见的易碎性，网站和网友总是在不停地追求新的

信息。当类似《行走黄河》这样有价值有意义的报道成果不留痕迹地从网站上消失时，未免太

可惜。因此将其刻录成光盘、出版书籍或杂志专刊，通过其他媒体手段保存下来并再现在更多

的人的眼前，应纳入网络媒体的整体运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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