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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两会”看都市报会议报道新策略 

作者： 吴军 但敏  

关键词： 两会 都市报 新策略 来稿选登┊阅读：457次┊ 

内容摘要： 会议报道曾受到都市报的冷落。但从今年的“两会”报道来看，会议报道又开始在都市报中“走俏”，因而

读者能明显地感觉到“两会”新闻既好看又实用了，其原因在于，都市报在认识到会议新闻的重要性的同时，采取了众

多的新策略。  

关键词： 两会 都市报 新策略  

都市报是以“好看”和“实用”打开并占领市场的。但对大多数读者来说，传统的会议报道是既不“好看”也不“实

用”，因此，以追求读者数量最大化为主要目标的都市报都曾经无一例外地冷落了会议报道。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

近年来会议新闻不再被认为是无关紧要的东西，而是开始在都市类报纸中“走俏”。以今年的“两会”报道为例，读者

的直观感受就是，报道会议的版面更多了，提供的信息更贴近生活实际了，版面给人的感觉也更舒服了。一句话，会议

报道在变，变得既“好看”又“实用”了。  

原来并不受欢迎的会议新闻现在却能够让读者日渐挑剔的眼球乐意为之停留，原因何在？在找寻原因的同时我们看到的

是都市报在会议报道策略上的不断创新。  

一， 会议解读：把“硬”的变“软”些  

传统的会议新闻受到冷落，其根子还是它太“硬”，之所以显“硬”，原因还是报道处理方法与读者的阅读习惯、阅读

口味不对位。试想，要么从一大堆会议文件中“部分切割”，要么将新华社的稿件“整体搬迁”，这种“原汁原味”的

新华体式报道，读者能产生兴趣吗？事实证明，那只是传者本位主宰新闻报道的结果，是不讲技巧、方法的灌输式宣传

的产物，读者别无它法，只好用脚投票，渐行渐远。  

对于会议新闻而言，如何才能更好地满足读者的需求，实现与其兴趣、利益、口味的成功对接？都市报选择的突破口

是：尽量让“硬新闻”软化。  

如何软化呢？纵观今年的“两会”报道，都市报大都选用了一种有别于以往那种机械“还原”会议文件的方式——解

读，即一种以读者需求为核心、包括信息选择、分析、梳理、整合并渗透报纸主观判断的报道模式，它直指问题的核心

及局势的发展方向；它不只提供信息，还提供观点；它不单重视呈现，还特别强调资讯的有效整合。对于海量、杂乱的

信息，它好似一个助手；对于复杂、不甚明朗的问题，它又好比一个顾问。显然，它是以让信息更实用、更易读、更有

针对性为诉求点的。  

表现在“两会”报道上就是：以重大和实用为标准，对当天的会议内容（如大会报告、人大代表提案）进行精心梳理、

分析、整合，力求在会议信息的重要性与该信息同读者的利益接近性之间寻找二者的交汇点、契合点。如农业、房产、

医药、教育、就业等方面的重大举措、方针政策，既是“两会”热点，也与大多数读者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自然，读

者对报纸有极高的阅读期待。比如政府工作报告是“两会”的重头戏，《华西都市报》在3月7日就辟有几乎整版，以

“总理报告带给百姓六大实惠”为题，由“报告回读”、“背景资料”“代表点评”三部分组成，将政府工作报告带给

老百姓的直接好处作了精心筛选，并采用背景提供、代表评点的方式对相关内容作了精心解读。另外还推出小专栏“小

简问房价”、“小简问民生”，采用对话体形式，就读者最为关心的问题及时采访相关领域的权威人士，以获得权威

性、实用性、针对性皆具的信息，受到读者好评。《南方都市报》则显得更具匠心：会议程序报道冠名“议程播报”，

形式较为简约；“自选动作”则甚为丰富，“两会会客厅”、“热点提案”、“热点议案”都以常设专栏或专版形式出

现：或约会政府要员、专家学者谈热点；或就某一议案提案进行深刻解析，剖析其动因以及它对整个国家、对本地经济

社会的发展有和作用、有何影响，如3月9日就“我为何提出立法遏制台独？”这一热点记者专访著名学者周洪宇，辟出

整版作深度报道。纵观《南方都市报》的“两会”报道，人物专访、深度报道及对重大政策、文件的精心解读已成为它

的几种常规报道处理手段，因而一条或两条新闻占用一个整版也成为其版面安排的一种常态，这显示出南方都市报誓将

“两会”报道做好、做深、做透的信心和决心。  

二，版面扩容：凸显规模优势  

表现在：会议报道的版面更显规模化、系统化。如今，都市报不再吝啬价值千金的版面，而是根据自身实力与前期策划

拿出专版，少则一二个版，多则五六个版甚至以上，总之，只要报道需要，版面就舍得花。这样，“两会”新闻就不再

是零散的、分割的小块，好像成了其他新闻的点缀。有了足够的版面作支撑，“两会”报道也就渐成气候、渐具规模，

不再是东躲西藏的“弱势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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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式影像与参与式传播 

作者：韩鸿┊ 1900-01-01 

1999年，世界银行调查每天生活水准不

足1美元的6万名贫民，影响他们发展的

最大障碍是什么。回答不是食品、住房

或医疗卫生，而是自我发声的渠道。[1] 

如何在媒介生态的建设中，给弱势群体

尤其是农村弱势群体一种声音，…… 

· 《2046》叙事中的身体 

作者：李晨临┊ 2005-03-30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叙事学理论，指出

电影《2046》中的存在的三种身体，即

“不在场的身体”、“自我表演的身

体”和“形式上的身体”并进行阐释和

分析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又进一

步从时间、空间的角度论述了身体

的…… 

·“媒介融合背景下的新闻报道学 2009-10-30

·赵月枝教授获批长江学者讲座教 2009-10-18

·国际青年影像季2009-2010 2009-10-18

·2009互动电视（中国）峰会通告 2009-10-18

·首届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 2009-10-13



在今年的“两会”报道中，众多都市报纷纷开辟“两会”报道专版，并冠以“春天交响曲 2005两会特别报道”、“春之

声 聚焦全国两会”或直接以“两会特别报道”统领之。如《现代快报》的“两会特别报道”最少两个专版，多则四个版

（3月7、8、9日）。《南方都市报》更是多达六版（以3月9日为例）；另外，版面安排也更系统，即各部分内容的搭配

是否合理、每一条新闻与该版面、每一版面和整个报道是否相得益彰、是否既照顾了部分又考虑了整体······所

有这些在“两会”报道之前的策划中都有通盘考虑。总之，目的是要追求版面传播效果的最优化。如《成都商报》（以3

月7日为例）A2版的“今日关注”（“台独”分子美元外交就是腐败）是重点；A3版“我建议 取消铁路春运涨价”是热

点，加上“两会快评”、“热点追踪”、“小丫信箱”等栏目，整个报道既有动态新闻，也有深度报道和评论，整个报

道点面结合、“软硬兼施”，头版与二版、三版的“两会”报道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系统。  

三，特派记者出击：争取“第一时间”  

今年的“两会”报道，各地都市报一改以往那种单纯依赖新华社、央视等权威媒体、有什么报什么的传统思路，而是由

多人组成的记者组（或报道组）主动出击（虽此前也有特派记者报道重要会议的先例，但记者规模、报纸数量都远不及

今年），目的是尽可能地靠近新闻源，既可以在第一时间发回稿件，争取“第一时间”，又能根据报纸之需采访相关新

闻人物，采撷会场的花絮等等以“为我所用”，而这些都是让“两会”报道更快捷、更具深度、更有可读性必不可少的

原材料。如《成都商报》在会前三天就在头版显著位置隆重推出“两会”报道计划，其中较为引人注目的便是由4位记者

组成的“两会”特别报道组，并声称“两会”前一天就会与四川代表们同机抵京，以为读者发回“更鲜活”、“更及

时”、“更有趣”的报道，这种套用此前在娱乐报道领域经常被媒体采用的“跟随”战术（媒体常派记者与某明星大腕

儿“同机”、“同车”抵达目的地，以获得独家猛料，为娱乐新闻添色增彩）、意在先人一步接近新闻源的策略既体现

出媒体对“两会”的重视，更为重要的是，记者在搭乘两会代表的班机的同时，媒体也似乎搭上了权威性和影响力的

“班机”，获得了足够的眼球效应。事实上，《成都商报》的收获正在于此。  

四，提供互动平台：让读者积极参与  

提供互动平台这一手段在广播、电视等电子媒体运用较为普遍，此前报纸则因自身的特点所限较少采用，会议报道就更

是如此。而今年的“两会”报道，都市报则在“如何与读者互动？”这一问题上则破费心思：热线电话、手机短信、e-

mail等凡是能增强传受双方互动的方式都无一例外地被派上用场。《现代快报》在会前一天就开通读者热线，为“两

会”献计献策，读者也可以把问题和建议通过快报转交给两会代表，或就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委托”快报前方记者进行

现场采访；并开辟专版选登热线内容，热线话题涉及各阶层的切身利益，包括读者姓名、地址、所从事的行业及热线语

言都采用纪实的手法，以达到“原汁原味”的效果，既真实又可读。如3月3日：朱先生（南京退休职工）：现在政策规

定的退休年龄是男60岁，女55岁，这个政策有点落后了，国家应该照顾残疾人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关政策允许他们提前

退休。再如：从3月4日起，《成都商报》与央视经济频道合作，在四川独家推出“小丫跑两会”特别报道，开通“小丫

信箱”，读者可通过手机短信、e-mail和热线电话三种方式参与，内容涉及读者最关心的热点问题、最想了解的方针政

策、对国家大事的评论等不一而足。读者踊跃参与其中，使“小丫信箱”成为四川媒体“两会”报道的一大亮点，王小

丫巨大的明星效应、她在四川较为特殊的观众缘（小丫是四川人）以及央视的强大品牌价值都让《成都商报》在同城报

纸的贴身较量中占得上风。  

应该说，在“两会”报道中，众多都市报在实现与读者真正互动这一问题上投入了巨大的热情。所有这些互动平台，虽

然受版面所限，更多地只是一种吸引读者的策略，况且互动的目的也不是要报道新闻，但它的确“起到了一个纽带和桥

梁的作用”。部分读者（尤其是弱势群体）找到了“说话”的通道，互动内容也大多具有典型性，容易引起共鸣，报纸

也因此拉近了与读者的心理距离。  

小 结  

总之，各都市报对“两会”报道的热情似乎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候都要高涨得多，个中缘由我们也应更多地在竞争近乎惨

烈的报业市场中去寻找。但同时，市场化报纸对会议新闻之于自身发展重要性的前瞻性认识也功不可没。不管怎样，众

多读者能在占中国报业市场大半壁河山的都市类报纸中“享用”既实用又好看的会议报道，这种结果本身就令人欣喜。

做好会议报道，于上于下于己都满意，一举多得！  

会议是新闻之矿。都市报纸正在用自己的特色诠释这句在新闻界已稍显古老的说法。  

参考资料：  

文中所举实例与材料分别见《现代快报》、《成都商报》、《南方都市报》、《华西都市报》2005年2月28日——3月9日

相关版面及报道。  

（作者单位：四川省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邮箱：wwjj2006@yaho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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