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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会议报道对新闻运作的启示 

时间：2004-10-28 16:09:56 来源：青年记者 作者：朱德泉/ 阅读2160次

  

   从共享信息中寻求个性与差异  

    ——优秀会议报道对行业新闻运作的几点启示  

    新闻的同质化是业界普遍头疼的难题，行业新闻尤其是个“重灾区”。部分在行业内负责

对外宣传的通讯员几乎左右着一些报纸的行业新闻走势。造成这一尴尬的一个客观背景是目前

已经进入到一个信息共享的时代，相同的信源、相近的报道思路、程式化套路化的表述很容易

造成“数报一面”，使媒体的个性与差异难以张扬。另一方面，一些优秀的会议报道似乎是信

手拈来却与众不同，一经传播就让人过目不忘。破解这些在信息共享程度化最高的会议上抓来

的独家报道的操作密码，应该对日常行业新闻运作不无启示。  

优秀会议报道成功秘诀之一：新闻成于发现  

    新闻发现的本质含义是指：媒体对客观事实所蕴含的新闻传播价值先于世人的正确理解、

评估和认识。获得1978年全国“好新闻”的消息《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1978年11月

16日新华社每日电讯稿）就是一则典型的成于发现的例子。这一新闻来源于当时北京市委常委

扩大会议上一位领导在作会议总结报告时的脱稿讲话，这一蕴涵重大历史事件平反的信息起初

被淹没在《北京日报》次日几千字的见报稿中，而新华社敏锐地发现了这一信息的含金量，预

见到它将在舆论上为“天安门事件”彻底平反的重要作用，在当时上级报道口径尚不明确的情

况下经过反复商量采用了一个即可单独发消息又不用送审的办法，就是于《北京日报》的见报

稿中单挑出这一新闻点来编发，与主题无关的内容全部删掉，用寥寥数语讲述重大新闻，行文

干净而明晰。  

    虽然这条新闻仅200多字，但它至少包括了以下三个步骤：在冲动中预见、在判断中甄

别、在采写中提炼。而没有敏锐的发现，在采写中提炼就成了毫无依托的空中楼阁。  

    对行业新闻运作的启示：有效信息决定传播价值  

    如果大众传播的第一个阶段是信息收集，那么记者就应该是传播链前端的信息感应器。为

读者解读会议信息、行业信息应该是跑活行业新闻的重要技巧之一。“解读”首先要求记者要

对信息进行选择、整理，把读者最需要的和最感兴趣的“拎出来、传出去”。如果提供的信息

即多又杂，难于辨别，那么即使版面位置再突出（如《北京日报》对“天安门事件”的处

理），也会使读者放弃对信息的索取。  

    信息有效性的多少决定传播价值的重要度。《“铁路公交”明年上路》（《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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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9月5日）就是一则引起读者广泛关注的独家行业报道。胶济线电气化改造无疑是个可关

注点众多的新闻富矿，是开采出一堆矿石随便甩给读者，还是抓住最有价值的一点做透？文章

作者眼光独具地选择了后者，传递出“每小时一班，一站直达使济南青岛间只需要两个半小

时”的受众关注度最大的信息。  

    新闻的功能应该更强调信息的澄清和解惑，读者不仅需要信息传播者提供可“读”的新

闻，更需要经过信息传播者解读的新闻。因此我们说，行业新闻不仅要体现信息的时效性，更

要体现信息的有效性，这种有效性就是信息对受众具有知悉意义和指导价值。一篇好的行业新

闻的内涵必定涵盖着导向价值、事实价值和受众价值，并随着不同价值的显著性而有所侧

重。  

优秀会议报道成功秘诀之二：观点先行  

    记者到底应该是个记录者还是表达者？长期以来，有人常常把主体和客体，传播思想和表

达事实尖锐地对立起来，认为新闻报道切忌主题先行。其实，新闻报道无非一是对事实的选

择，二是对事实的关照，这两者都离不开报道主体的思想。否则，记者就会等同于记录柴米油

盐流水账的家庭主妇。  

    我们发现，一些优秀的会议报道往往成功之处恰恰就于观点先行。  

    1992年全国“两会”上，《中国青年报》于3月23日至3月28日接连推出了《两会，高层公

关行动》、《广东情结：两会“磁力效应”》、《尺子？尺子……尺子！》、《拿来？拿

来……拿来！》等一系列有分量的独家报道。他们的成功经验就在于“脑袋决定脚”，先想好

要表达的主体，再进行事实选择，通过对事实的关照把思想性进行“物化”。  

    由此可见，观点先行与尊重客观并不矛盾，而应当是帮助记者完成新闻主题事实发现的两

个车轮，前者是连接主题事实发现的主动轮，体现出的是记者采写过程的主动和创新；后者是

保持新闻实践客观运行的随动轮，它保障着车辆在客观真实性框架下的平稳运行。  

    事实上，会议之所以出新闻，一是它是个巨大的信息源，再就是它也是个巨大的线索库。

先找事再找人、找对人往往事半功倍、使报道摆脱竞争对手的同质化纠缠。  

    对行业新闻运作的启示：存在就是被感知  

    如果说“我思故我在”是笛卡尔对认识论上的一大贡献，它构建了主——客体认识模式的

第一次现代性转化的话，那么随后休谟的“存在就是被感知”更突出了意识和表现的优先地

位。对于行业记者来说，能不能“激活”感知，于见怪不怪中奇峰突起，于普遍惯性思维中另

辟蹊径显得尤为重要。  

    众所周知，拉存款是银行界存在多年的公开的秘密，并且逐年升级愈演愈烈。2004年3月

31日，《生活日报》的行业记者经过精心准备，独家报道《季末银行爆发拉储大战》，尖锐地

揭示出这一触目惊心的现状：员工的工资奖金、官员的业绩前途全靠这组数字，拉储大战的背

后是金融违法违纪行为的公开化。之后经过近4个月的追踪，终于促成了16家银行发出自律倡

议。  

    跑口跑久了，很多事情会在一些记者眼里不是新闻了，等到别人见报后才猛然发觉，原来

这也能写稿子、写出好稿子来。这就需要行业记者长期保持感知能力，练就在见怪不怪中奇峰

突起的战略眼光。  

 优秀会议报道成功秘诀之三： 善讲故事  



    新闻学的核心是什么？清华大学李希光教授认为是找故事的艺术，是描写，描写，再描

写！  

    许多优秀的会议报道善于截取会场上最鲜活的一面，拒绝说教，直接把公众带到现场听故

事。2003年8月21日，山东召开纪念《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颁布实施１０周年座谈会。按照

惯性思维，这几乎是个可去可不去的会议，必须去的报纸，有的也干脆发了个简讯交差，但是

《齐鲁晚报》的行业记者敏锐地扑捉到闪光点，用充满现场感和人情味的特写，写出《省长讲

述风筝的故事》，通过“一只风筝”折射出公务员素质的重要性，和建设阳光政府的决心。善

讲故事也使该文获得当年度山东新闻奖一等奖。  

    对行业新闻运作的启示：带着受众去感受  

    行业新闻要写得“抓人”，离不开故事性、现场感和人情味。有人说，记者的眼睛就是公

众的眼睛。与其灌输，不如带着受众一起去感受。  

    带着受众去感受有两种方法，一是适应和满足受众的兴趣并将之贯穿于搭建新闻的叙事框

架之内。如寻找人物和冲突，通过对话陈述事实和意见；以生动的形式包装内容，再就是运用

发散性思维，寻求报道的亲和力。1980年4月25日，《市场报》以《经济学家赶集》为切入，

择薛暮桥在消费中的调研这“一枝绿”，映射改革开放后农副产品市场火爆之“满树春”，读

来生动有趣。  

    带着受众去感受的另一个方法是给新闻一个独家的编排，运用图表等直观的表现形式使新

闻具有一目了然的视觉感。  

    9月5日，《生活日报》的行业记者还别出心裁地以“方程式”的形式来表述“利益链”，

使《破解井盖盗窃“利益链”》的公安报道新意盎然，直观简洁。  

优秀会议报道成功秘诀之四：强化关联  

    优秀的会议报道常常采用给共享信息一个独家关联的方法实现差异化。  

    行业记者经常会遇到钢铁涨价、煤炭涨价等信息，只报信息太枯燥，不报道又怕漏稿。而

《芝加哥每日新闻》的记者在写《钢铁价格上涨》的消息发布时，起首便以奇句夺目，称：

“最近美国钢铁价格上涨，这将对你的购买力发生这样的影响呢？”由于一开始就把钢铁价格

上涨与大众的购买力扯到一起，收到使人“一见而惊，不敢弃去”的效果。然后抽丝剥茧地层

层用事实递近，使“阿姆科公司”辩称的“影响微不足道”的说法不攻自破，产生了对受众需

求的精确针对性。  

    强化关联的另一个常用方法是采取一站式报道，用硬新闻+解释性报道+评论等多种形式集

纳推出。2004年3月15日《中国青年报》发表独家消息《宪法修正案里一个逗号的删改》，同

时推出《语言学家说“逗号”》的解释性报道和《一个将写入国史的逗号》的评论，几乎将这

一新闻在第一落点挖掘到极至。  

    对行业新闻运作的启示：牢抓“正确决策后的后续决策”  

    2004年6月，海尔集团总裁张瑞敏在回答《世界商业评论》记者回答的时候说了一句耐人

寻味的话，他说：“（做企业）最难的是正确决策后的后续决策”，因为“决策一定是一个系

统，是连续性的。就像两个旗鼓相当的拳击手，你一拳把对方打倒可行性不大，往往是组合拳

才能奏效”。  

    其实行业新闻竞争也是如此，相同的信息往往很难有与众不同的处理，但是对信息的解构

 



能力，能不能连续打出组合拳来则成为衡量一张报纸具备不具备影响力、公信力的重要方面，

《南方日报》推出的“每一种社会动态都彰显真知灼见”、“每一条财经信息都反映政策走

向”、“每一条政治新闻都蕴藏经济灵感”说的其实也是一种强化关联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2004年8月31日，济南市集中供热调价听证方案亮相，次日省城各报都在显著位置发布了

《居民采暖费拟涨3.2元/m2》的消息，但是对一涉及到千家万户的重要民生新闻的追踪、追问

则体现出不同报纸的高下。《齐鲁晚报》的行业记者先后采写出《供热部门详释涨价四大理

由》、《民代表质疑三大问题》、《用事业要赚大钱吗？》、《市民呼吁审计部门介入》、

《百平方米需耗煤5吨吗？》等一系列报道，始终引领话题、精确出击，打出了与众不同的组

合拳，受到广泛的好评。  

    因此，对于行业记者来说，“记者是公众的眼睛”这句话似乎又只说对了一半。优秀的行

业记者往往具有整合采访资源的能力，站在一定的高度上告诉公众应知而未知的关键内容，有

独到见解的文章又很好地提高了报纸的高度，实现了另一种形式的贴近。而这种贴近无疑将增

强报纸的核心竞争力。 

朱德泉/齐鲁晚报、生活日报副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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