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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新华视点》栏目创办时间不长，以其播发的稿件迅速及时、尖锐泼辣、富有深度而广

受媒体尤其是报界的欢迎。去年，该栏目荣获第二届中国新闻名专栏奖。《新华视点》栏目的

特点是什么？稿件是怎样采写的？本刊请《新华视点》采编室主任陈芸同志谈体会，文章谈了

三条：“深”向“尖”处———在社会关注点上高扬权威媒体的声音；“深”向“新”处——

—追求第一时间的深度；“深”向“实”处———用故事吸引读者注意力。这是对新闻实践的

概括、提炼，尤为可贵。《新华视点》的经验说明，做好新时期的新闻宣传工作，必须体现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时俱进，大胆创新。我们祝愿《新华视点》越办越好，也希望各媒

体积极开拓，创办出具有鲜明特色的名牌栏目。 

  什么叫深度报道？按《新闻学大辞典》的解释是：“运用解释、分析、预测等方法，从历

史渊源、因果关系、矛盾演变、影响作用、发展趋势等方面报道新闻的形式。”简单地说就是

深入揭示事物本质、把问题说透彻的报道。 

  因为深度报道常常要触动一些部门和个人，所以难写。但敢讲真话、敢报实情、能深入到

本质的报道，最受大众欢迎。 

  2000年4月，新华社成立了一个专门从事深度报道的采编室，推出了《新华视点》栏目。 

  两年多来，这个栏目围绕党和政府关心的工作重点、实际工作的难点、群众关心的热点问

题，播发了近500篇有一定深度的报道。去年，《新华视点》栏目获得了第二届中国新闻名专

栏奖。令我们感到欣慰、让我们锲而不舍地去追求的动力是：《新华视点》的稿件广受欢迎，

常常是一篇稿件被数十家、甚至上百家媒体采用，好评不断；《新华视点》在读者中的知名度

越来越高，来信、来电不断。有的读者寄来路费，要我们的记者到他们那里去采访；有的农民

拿着按有上百名村民手印的信件，恳请我们的记者为他们申冤。 

  所有这一切，让我和我的同事们真正感受到了新闻职业和人生的价值所在，能够用手中的

笔揭露丑恶、召唤正义，还有什么比这更荣幸的呢？ 

  今天，当我静下心来思考深度报道这个命题时，发现我们的成功，不过是遵循了一些新闻

的基本规律。而最难的是，实践这些基本规律，要排除各种干扰，我们自己也要从那些不合时

宜的观念、惯例中跳出来。 

  “深”向“尖”处———在社会关注点上高扬权威媒体的声音《新华视点》的定位是实事

求是地报道那些“重点、难点、热点”问题，这就意味着把我们放在了社会矛盾的“风口浪

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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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初，我最关心的是领导能给这个栏目开多大的口子，把线划在哪里。没想到，当时的国

内部主任、现任新华社副社长何平的回答是：“没有不能报道的领域，只有不能发的稿子。”

这话给了我相当大的解放思想的空间。 

  视点室成立后，遇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江西萍乡爆竹爆炸事故。若在过去，这种事只能写内

参，不好公开报道。 

  令我受到鼓舞的是，领导让我派记者去采访这次事故，准备公开“介入”，这无疑是给我

们吹响了冲锋号。 

  总社记者与江西分社的记者汇合后赶往萍乡，去了医院，去了爆炸事故所在的村子，采访

当事人和知情人，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很快写出了通讯《愿悲剧不再重演———江西萍乡

“3·11”爆炸事故追踪》，播发后被媒体广泛采用。 

  这一报道的突破，使我确立了一个观念，就是在重大突发性事件发生时，《新华视点》要

争抢报道先机。这以后，四川合江翻船、广东江门爆炸、张君团伙持枪抢劫杀人，直至今年的

山西富源煤矿爆炸事故等，《新华视点》的记者都是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现场，捕捉到第一手鲜

活、真实的新闻素材，尽快发出详细的报道。从中我体会到，事件的严重性、典型性、普遍性

和报道的及时性，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深度。 

  当然，在新闻竞争中，谁有影响力、谁能引导舆论，并不是以谁的牌子大、资格老为标

志，而是要看谁能抢占报道的制高点，谁的报道有深度。因此，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上，高扬

新华社的声音，成为《新华视点》栏目的一个努力目标。 

  “深”向“新”处———追求第一时间的深度深度报道所写的东西，首先必须是新闻，不

是新闻就谈不上什么深度报道。新闻的生命是“新”，不新哪有深呢？ 

  在网络时代，新闻的新在时效上显得尤为突出。一有重大新闻或热点新闻出现，网络的运

作方式是一篇动态消息，同时链接背景、访谈、详情、观点、相关资料等等，这使得深度报道

与动态新闻几乎到了同步的程度。从这一意义上讲，把现在的新闻战比做“生死时速”，一点

也不为过，快者生，慢者死。 

  所以，《新华视点》专栏遇到的第二个挑战就是时效。起初，我们在新闻的“第二落点”

上用力较多，注重深度分析、透视，力求高屋建瓴。这在重大主题的报道中十分必要，因为要

体现国家通讯社的水平和引导舆论的权威性。 

  比如，《新华视点》的开篇之作《惨痛的教训、深刻的警示———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

受贿及腐化堕落剖析》，就是这类报道的代表作。但很快我发现，在日常大量的社会热点问题

报道中，“马后炮”式的反思，常常是“曲高和寡”，费力不讨好。原因很简单，新闻就那么

几句话，谁发现了，点破了，就得了先机，跟在后面的，说得再深刻、再多，也逃不脱“嚼别

人的馍”、“炒冷饭”之嫌。 

  如何追求新闻第一时间的深度，我们在三个方面做了一些探索： 

  一是密切监控新闻动态，争取第一时间介入。今年上半年，上市公司“纵横国际”年报难

产，进而出现了公司解聘注册会计师的事件。7月18日事件发生的当天，记者向我报告了这一

信息，我意识到这是一条非常有挖掘价值的新闻。因为近年我国会计师参与造假案不断被曝

光，美国也出了安然、安达信事件，导致了全球性的诚信危机。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有两家中

国的会计师事务所前赴后继，勇敢地对造假者说“不”，其典型意义非同寻常。 



  我当即拍板，让记者追踪事件始末。当晚记者就出发去了南京，经过艰苦曲折的采访，7

月29日发出了《会计师事务所能否对造假者说“不”———追踪“纵横国际”解聘注册会计师

事件》、《“纵横国际”还隐瞒了什么？》等一组稿件，抢到了独家新闻，产生了很好的社会

效果。 

  二是有可能的情况下，提前策划，提前采访，争取最佳时机发稿。前不久在北京召开了第

二十四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会前10天我们得知消息，立即进行了研究策划。记者查阅了数十万

字的资料，采访了好多位数学家。待到会议一开幕，我们就发出了《数学大国离我们有多

远》、《哥德巴赫猜想，还要猜多久》等稿件，抢占了报道的制高点。 

  三是逢突发事件调动团队力量，拼抢第一时间组合。去年7月2日上午9时，江苏省徐州市

贾汪镇台集煤矿发生特大井下爆炸事故，105名矿工被困井下，只有13人生还，次日凌晨1时我

们就发出了第一条消息。 

  与此同时，为了回答小煤矿关停工作在全国进展如何这个大家关心的问题，我们立即组织

江苏、湖南、山西、黑龙江和安徽等分社的记者，直插小煤矿集中地区，以暗访的形式直击关

停现状；派总社记者采访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有关领导，获取全国综合材料。从决定选题到稿

件《绝不能让小煤矿再“吃人”了》播出，仅用了一天半时间。这种快速联动方式，体现了资

源的有效整合，也是拼抢时效的重要手段之一。 

  我们的原则是尽量减少“马后炮”，让读者最快得到新闻。 

  “深”向“实”处———用故事吸引读者注意力 

  有一次与媒体的同行们座谈，一位都市报的编辑说他们喜欢用讲故事的稿子。我想这是因

为故事里有人有事有情节、生动具体有意义的缘故。北京一位媒体的老总提出，要把工作性的

报道变成事件性报道。显然，这是拉近报道与读者距离的办法。 

  他们的说法和想法对我很有启发。我觉得深度报道要想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必须“缘事而

发”。也就是说，首先我们要介入的选题是大家普遍关注的事情，要有新闻事实、新闻故事，

以此为由头深挖问题，达到一定的深度。这可以说是我们《新华视点》栏目稿件最基本的“套

路”。 

  这里有个深度报道的理念问题。我同意专家的这样一种观点：新闻终究是新近发生的事实

的报道，新闻的这一属性的规定，同样是深度报道所不能违背的；深度报道最根本的深刻在于

事实，而其中的思辨色彩毕竟是第二性的东西。 

  要想有事实讲，有故事讲，有细节写，首先必须采访深入、到位。自从有了网络这个方

便、快捷的工具后，记者的工作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网络查询再加上打电话，几千

字的稿子一会儿就能“造”出来。我不主张记者这样“现代化”，因为这样造出来的稿子是

“组装货”，不是原装。不深入采访，哪来的报道深度？ 

  今年4月，甘肃的一个初中“尖子生”，亲手将自己的母亲杀了。从内参上得知这一消息

后，我立即给分社采编室打电话，要求他们派记者去事发地采访这件事。他们倒是去了，但直

到半个多月后才发来一篇一些教师、专家泛泛谈看法的稿子，而且说不可能采访到那个杀母亲

的中学生，有关部门不让见。 

  对此我很不满意，决定派我室的资深记者下去，一定要见到这个中学生。这一回经过记者

的努力，终于想采访的人都见到了，从而真正走进了这个孩子的心灵世界和他的家庭。当采访

结束时，一同下去的分社记者感慨地说：原来我们采访时请老师、专家谈的那些观点，与这件

事根本对不上号。 

 



  由于采访到位，细节生动，加之记者投入了真情实感，通讯《哪根链条断了……———走

进一个“尖子生”的悲剧世界》一发出，立即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 

  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很多深度报道，不采访到当事人，不走进人的内心世界，就很难

打动人。 

  搞新闻是要有灵气的，也就是人们通常说的新闻敏感，善于从生活中发现、抓取有价值的

东西。但这种灵气是从深入采访的“笨功夫”里来的，“笨”到家，深度就出来了。 

  （作者是新华社国内部《新华视点》采编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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