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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光照亮了春分日的窗棂。在这
美好又平衡的时节，愿你既有逐梦的
冲劲，也有休憩的闲暇，心中的天平
永远稳当，在生活的每个领域都能收
获属于自己的明媚。”每天早晨，通过
AI （人工智能） 制作的“早安问候”
短视频节目，都在营口新闻传媒中心
视频号 《早安营口》 上播放。温馨、
激励的话语，动感、优美的画面，让
人精神振奋，神清气爽。

当今数字化时代，AI 正以前所未
有的速度参与到各个行业、领域，媒体
也不例外。那么，AI是如何赋能视频制

作的呢？

为新闻产品锦上添花

走进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融媒产品
部，部门负责人李丹介绍说，“制作一个
AI产品，首先需要文字记者撰写出相应
的文案。文案通过审核后，把它发给主
持人，由他们负责配音，后期再垫上音
乐，先形成一个音频。下一步，就是把
音频交给部门工作人员，由他（她）负责
生成画面。在制作过程中，他（她）会根
据音乐的节奏和语言的表述，展开自己

的想象，给AI软件进行文字上的具象化
提示，让AI生成画面。”

说到这里，正在制作AI产品的工作
人员高松插话说：“前段时间，我想制作
一个产品，前提是：有一个人，骑着自行
车在草地上行走。之后，我还需要一个
攀岩的人，需要攀岩的动作具体化、形
象化。不过，这一生成过程并不是输入
提示文字就能顺利生成完美产品的，AI
生成的原始画面会有一些瑕疵，需要不
断加以改进，直至趋于接近完美。”

“我们使用 AI 的目的，是对生成新
闻产品起到辅助作用。”李丹说。当人
工操作机器拍摄的效果不太理想，比如
受不良天气影响，或者拍摄冬天雪花飞
落的画面不那么唯美时，我们就用AI来
做画面补充。但是，AI会有一些刻板的
痕迹，就像写文章一样，AI润色之后，还
需要人工做进一步的修改，这样才会更
自然、更真实。李丹接着说，“前几天就
有这样一个例子：我们希望生成一个产
品——一个女孩坐在地上画油画。但
是，我们给出指令后，AI生成的产品中，
女孩的下笔速度非常快，到最后的时
候，手势特别混乱。尤其是她的手和画
笔融到一起的时候，大家总感觉女孩少
了一根手指。所以有时候，我们这样开
玩笑说，AI 也不是很智能，它多少有点
儿‘智障’。”

“当然，AI 生成的产品有时好得也
会让人出乎意料。”李丹说，“今年春节
期间，我们根据辽南地区的一些民俗，
制作了一个产品叫《AI陪你过大年》，生
成效果就比较好。整个产品是一种国
风、动画的风格，由AI女主播‘出镜’介
绍春节习俗，加入一家人贴春联、包饺
子、看焰火的动态画面，节日气氛很浓，
也很有亲和力。”

提升技能迎接挑战

李丹说，AI 产品的质量高低，与
制作人员的能力关系密切。比如某制
作人员的想象力特别丰富，那么，他
制作出的 AI 产品的画面就会比较新
颖、丰富。

AI的发展，对媒体从业者提出新的
要求。面对AI的冲击，媒体人需要尽快
转变角色，迅速提升自身的技能。李丹
说：“我们部门现在共有15名工作人员，
实行轮班制，要求每一个人都要掌握基
础的AI使用方式，多个人员、多种思路，
就可以满足基本的生产要求。”

据介绍，前段时间，中心相关领导
牵头，专门成立了一个研究AI产品制作
的小组，多个部门成员加入。技术运维
部人员的参与，让大家对前沿技术有了
更多的了解；即将新组建的视觉部，既
融合了内容创作，又有艺术设计，将对
AI产品制作起到很大促进作用。

谈到这里，记者与李丹分享了专刊
部记者使用AI助力工作的一些做法：

获取更多新闻线索。以前，文字记
者获取新闻线索主要依赖热线电话、社
交媒体的零散信息以及实地走访，不仅
效率低，而且信息的全面性和准确性难
以保证。现在，借助AI技术，通过大数
据分析，我们可以及时了解当前的热点
话题、舆情动态，筛选出有价值的新闻
线索并进行采访。

修改稿件提高质量。记者写出一
篇新闻稿件后，可以让AI帮忙纠错、润
色、评价。虽然AI生成的文字在思想深
度和情感表达上目前还无法与记者比
肩，但它大大拓宽了记者的写作思路，
让记者能够更好更快地写出高质量的
新闻稿件。

生成图片美化版面。如果摄影记
者拍摄的新闻图片不甚理想，可以通过

AI 辅助手段，生成更高分辨率、更具美
感立体感的图片，让报纸版面更具视觉
冲击力。

李丹又介绍说，今年我市两会期
间，我们用AI做了一个短视频，把“营口
未来的发展变化”用最精炼的文字、最
动感的画面做了提炼。比如说大项目、
民生福祉上的举措，还有生态发展的计
划，把这些内容融合到一起，做了一个
愿景式的作品。为什么要用 AI 生成
呢？因为产品内容针对的是未来营口
的发展规划，显然都是计划、没有实
景的，用什么方式表现效果最佳？我
们就想到了 AI。这一产品因具有一定
的前瞻性，又非常鼓舞人心，所以受
到很多观众朋友的点赞和转发，传播
效果很好。

从 2024 年 9 月 17 日发布第一部 AI
作品《我AI营口！五仁味的西炮台，要
尝尝吗？》到现在，中心融媒产品部在
开发应用AI技术方面做了大量且有益
的尝试。李丹说：“目前，我们的探索
仍处于起步阶段。如果想制作一个类
似微电影的产品，涉及的文字脚本、
分镜头的运用、最后的剪辑等内容以
及需要掌握的技术将成倍增加。所
以，对于 AI 这一新技术的认识和使
用，我们一直在路上。”

不断探索不断深入

关于AI产品的制作与质量，李丹着
重提到了“技术”二字。因此，记者又来
到营口新闻传媒中心技术运维部，请部
门负责人王小全及工作人员吴家禄说
一说他们与AI的“亲密接触”。

走进技术运维部的办公室，只见吴
家禄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显示得都是密
密麻麻的代码，让人摸不着头脑。吴家
禄说，我来演示一下，你看——

“今年我市两会期间，我们第一次
采用了AI主播，用的是中心主持人黄子
恒的原型。我们在摄影棚内的绿幕前，
先将黄子恒的动态图像拍下来，然后再
去‘训练’AI主播，让它模仿黄子恒的举
止，并给了它一段文字，让它模仿黄子
恒的发音方式念出来。之后，再由融媒
产品部的工作人员进行后期包装。包
装过程中，具体到生成什么样的版
式、字幕什么时候出现、用什么方式呈
现……我们两个部门成员需要不断地
进行沟通，直到生成满意产品。”

王小全介绍说，“我们技术运维部
主要是负责提供技术服务，协作策划和
设计人员来实现他们的想法，相关的主
题有专门的人员分工负责。”

合作期间，有快乐的成长故事，也
有痛苦的考验挫折。吴家禄说，今年年
初，我们想用AI制作一个微电影，制作
过程中遇到许多困难。比如，我们要制
作的人物的名字，在AI的认知领域中是
一个敏感词，所以，无论用图片还是文
字，这一形象AI都无法生成。怎么办？
我们先给了AI一个提示词，让它生成图
片，然后，再让AI将图片生成视频。生
成期间也遇到许多困难，比如我们对所
要呈现的人物生活背景情况不是很了
解，导致生成的图像不符合现实。后
来，通过请教相关专家，再生成的图像
就比以前好了很多。不过，AI最终生成
的产品并不是我们理想中的样子，所
以，这一产品最终没有如期发布，只能
等待逐渐完善之后，再与大家见面了。

采访结束时，王小全说：“对于 AI，
我们需要慢慢探索，不能一蹴而就。这
期间，可能生成的新闻产品会有一些问
题。但通过不断实践运用，加上技术运
维手段的不断提升，我们相信，AI 一定
能更好地为新闻生产提供服务。”

AI制作的“早安问候”为啥好看？
——通过我市新闻领域领悟AI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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