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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增加哪一个：图片编辑，还是摄影记者？--关于报纸新闻图片编辑队伍建设的思索 （作者：盛希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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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8月27日15时10分左右，北京市朝阳区洼里乡地区，国家游泳中心施工现场突发强对流天气，形成强烈局

地旋风，持续了20分钟左右。当地报社争相派出摄影记者，赶往现场拍摄灾害情况。某报社摄影记者匆忙赶往事件现

场，却因种种原因，迟到一步，未 

能赶上，只得拍摄一些"灾后现场"的图片，回报社交差，值班负责人颇为愤怒，抱怨摄影记者无用。 

     听到这位负责人的抱怨，联想起雅典奥运会期间，许多媒体派了大量记者去奥运会比赛现场"扎堆"，以至于射击

项目比赛时，我国教练员担心现场记者太多，可能导致失去金牌的担忧 ，引起笔者的思索： 

     第一，在北京这样一个规模巨大、交通困难的城市，如果任何地方发生了突发事件，报社都要派出自己的摄影记

者去亲自拍摄，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必要？  

     第二，许多场合"记者云集"，有多大必要性？ 

     第三，报社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得到尽可能多的符合报纸需要的摄影图片？ 

     第四，遇到上述情况，摄影记者该如何应对？ 

     第一、第二两个问题的答案显而易见：不可能，也不必要。 

     类似的突发事件常常出乎人们的意料，持续时间也不会很长，要求有限数量的摄影记者拍摄所有的突发事件，不

可能；少量增加摄影记者，则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报社也不能为了拍摄到所有的突发事件而无限度地增加摄影记

者的数量。  

     照相机日益普及，尤其是数字相机操作简便，拍摄简易，连手机都具有了数字摄影的功能，几乎所有的突发事件

现场都会有拍摄者及时拍摄记录，报社完全有可能通过合适的渠道获得突发事件现场图片。 

     那么，报社究竟该如何及时获取必要的突发事件现场摄影图片呢？ 

     发展"眼线"，明码标价、"有奖征集新闻线索"是报社普遍采用的手段，已不新鲜，有一定作用，但有可能造成恶

性竞争。 

     其实可能的制胜之道是：增强报社摄影部获取各种渠道摄影图片的能力，包括加强新闻摄影选题策划；加强通讯

员队伍、业余作者队伍的组织、协调；加强各种来源摄影图片的搜寻、征集等等。这就需要建立一支高水平的图片编

辑队伍，因此，适当增加图片编辑的数量，并赋予图片编辑应有的职能和权力已成为当务之急。  

     正如工人日报图片编辑石小灵在《创新是版面灵魂 特色是版面法宝》一文中指出的那样："人跑得再快，也没有

电子信息快。一个图片编辑工作得力，往往能抵过十个优秀的摄影记者，因为他具有独立的新闻思考，即对新闻图片

准确的认知、准确的新闻图片价值观；因为他拥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新闻资源及散布在全国各地的骨干摄影队

伍，本报摄影记者的作用，主要是集中在重大和紧急的新闻的采访。"  

     目前，我国报纸新闻摄影工作者队伍增长迅速，培养、招聘摄影记者、图片编辑成为许多报社的新举措。 



     然而，报纸新闻摄影队伍的主体，一般还是指摄影记者。在任何报社，摄影记者的数量都远远多于图片编辑的人

数；在考虑新闻摄影队伍建设时，许多报社仍把增加摄影记者放在优先地位。 

     那么，在报纸新闻摄影队伍建设方面，应如何处理摄影记者与图片编辑之间的关系呢？ 

     其实，早在2002年3月23日至3月26日召开的首届全国新闻图片编辑研讨会上，石小灵就提出："以图片编辑工作

为突破口，把以'编、组为主，以拍为辅'的现代报纸摄影部工作新理念引入工人日报。"  

     但这一观点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 

     现在是到了大声疾呼优先加强图片编辑队伍建设，大力发展图片编辑队伍的时候了！ 

     当然，要搞好图片编辑队伍建设，还面临以下问题： 

     首先，图片总监和图片编辑的岗位责任定位还不明确。图片总监究竟应当具有哪些责任和权力？和报社其他负责

人之间的关系如何定位？图片编辑的岗位职责和权限有哪些？等等问题应进一步明确。 

     第二，科学、合理的报纸图片编辑运行机制还没有形成。由于图片总监和图片编辑的岗位职责和权限不明确，图

片总监与其他报社负责人之间、图片编辑与版面编辑之间的关系难以协调；图片的选择使用、版面安排等决策存在扯

皮现象；没有形成一套图片编辑的选拔、考核机制，图片编辑的作用和积极性不能充分发挥。具体来讲，就是没有一

套科学的制度来规范图片选择、使用决策的程序，图片编辑的积极性难以充分调动起来，权威性难以确立，图片的质

量和使用效果难以确保。  

     第三，在职图片编辑中，优秀的、称职的图片编辑不够多。许多报社还是由摄影记者轮流值班、兼作图片编辑，

由美术编辑兼任图片编辑，或者由摄影部负责人轮流做图片编辑工作，由于缺乏科学、规范、系统的培养，许多图片

编辑凭感觉、个人经验?quot;摸着石头过河"，难以在短时间内形成独特的认识能力、准确的判断能力和科学的决策能

力，因此，难以形成报纸使用摄影图片的独特理念和风格。 

     第四，图片编辑的理论研究、实践总结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针对上述问题特提出如下建议： 

     1、设立具有适当决策权的图片总监，并明确其责任、权力、义务以及与其他负责人之间的关系，同时建立科学

的图片总监选拔、考核制度； 

     2、确立图片编辑的地位并增加专职图片编辑的职位数量，明确其责任、权力和义务，同时建立科学的图片编辑

培养、选拔和考核制度；  

     3、加强在职图片编辑的培养，通过举办培训班、研修班、研讨会多种形式提高图片编辑的业务水平； 

     4、不断总结图片编辑实践经验，加强图片编辑理论研究，尽快建立图片编辑理论体系； 

     5、高等院校新闻学、传播学、编辑出版学等专业加强新闻图片编辑人才的培养，造就一大批综合素质和理论素

养高，具有系统的图片编辑理论知识和现代图片编辑策划、运行理念，动手能力强，操作水平高的图片编辑后备力

量。 

 说几句 & 看看别人说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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