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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一条以小见大，从微观到宏观的故事： 

 

特写：与大熊猫和谐相处的小山村 

 

新华社板桥村十月二十六日电（记者马集琦李勇）娇娇又生了个漂亮娃，忙得王文树天天往她

栖身的山洞跑。望着他那细心劲，家里的妻子吃醋地说，“我做月子时，也没见他这么忙

乎。” 

温顺憨厚的娇娇是一只十五岁的大熊猫，住在离王文树家所在的板桥村五公里的一个山洞里。

过去八年里，娇娇在板桥村附近的几个山洞里先后生下了三儿一女。这些山洞在古城西安东南

六百公里的秦岭南坡茂密的竹林里，那里海拔一千四百米，生存着二百五十只大熊猫。目前，

全世界仅存大熊猫约一千只。  

给北京大学熊猫研究小组当过向导的农民王文树从娇娇生第一胎时，就与她建立了友情。在娇

娇哺育她的四个幼崽期间，他每天都去山洞看她们，给她们带去新鲜的竹笋、玉米面馍馍和糖

果。 王文树形容把小熊猫搂在怀里的感觉说，“那毛茸茸的小家伙爱伸懒腰，可爱极了。”

他后来给自己的小儿子干脆取名熊猫。 

在有四十户人家的板桥村，象王文树与大熊猫这样“相亲相爱”的人真不少。村民们不仅常在

山野和村里遇见过大熊猫，很多人还救护过大熊猫。 

一年冬天，村民发现三岁的冬冬在水洞沟里拌断了前肢， 行走困难。刘国政和十几个村民找

来担架，铺上被褥，抬回村里。在此后的两个月里，板桥村的一百多村民轮流当护士，喂她白

糖稀饭吃。有时给她土豆、白菜、甘蔗和苹果吃。孩子们还跑进山为她采竹叶和竹笋。  

笼笼是板桥村民们时常惦记的另一只大熊猫。在一个秋天，廖长发父子放牛时发现了奄奄一息

的笼笼。他们用架子车把她拉回村。 笼笼拉痢疾， 经过打针吃药， 很快康复。她在板桥村

住了一个半月里，拉屎拉尿都在廖的家里。廖和几个村民每天给她打扫卫生， 并采来新鲜的

竹叶。 廖家贫困，村里人凑钱买奶粉喂笼笼。笼笼在放归山林时，她依依不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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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几回头。在离开后的头几个月，她经常返回板桥，把这里当成了一个窝。 

板桥村村长张泽国说，在村民们眼里，大熊猫是吉祥动物，称其为花娃子。村里的猎人从祖先

那里继承了一个说法：打猎不打花娃子。 

三年前，国务院决定把板桥村周围的山林划进陕西长青国家自然保护区，村民的猎枪全部收

缴。今天，这里野猪和野鸡成群出动，糟蹋庄稼。一个村民无奈地说，“没法子， 为了保护

熊猫， 不能下套子，连野猪都沾了光。” 

保护区的官员说，近二十年来，这里未出现一起大熊猫冻死、饿死或被伤害的事件。“这里的

大熊猫很聪明，只要病了饿了，就卧在路边、河边容易让人发现的空地上，或者干脆到村民的

房前屋后，登门拜访。” 

前年春天，大熊猫茅茅在板桥的邻村九池村当了一回座上客。那天晚上七点多，茅茅推开村长

谷应明家的后门，大摆大摇地进来。谷村长的母亲一看来了“贵客”，忙找吃的喂他。茅茅先

吃了几块切好的腊肉，又凭着嗅觉找到放在屋角的一罐蜂蜜， 吧唧吧唧美餐了一顿。这天夜

里，他睡在村长的牛圈里。 

第二天、茅茅又来到王德刚家。在他家饱餐后， 用前爪拍拍肚皮，然后恍着脑袋一屁股坐在

火炕旁烤起火来。王全家老少与茅茅围坐一起，与他逗乐。茅茅不时发出几声“汪汪”的狗叫

或“咩咩”的羊叫。  

在秦岭考察的北大教授潘文石说，板桥村的情况使他对人类与熊猫和谐相处有了信心。 

“这里的大熊猫是中国最有希望抢救成功的野生种群，”他说。 

记者离开板桥村时，王文树又讲了一个新闻。村民们最近常发现一些大熊猫幼崽。他自己就亲

眼看到他曾抱过的娇娇的女儿正带着自己的幼崽在林里溜达，这意味着娇娇已当了姥姥了。

“看到娇娇子孙满堂， 我真高兴，”他说。（完） 

 

事实上，熊猫从发情、调情、爱抚（foreplay）、做爱、做爱成功、失败、怀孕、生产、育

婴、以及熊猫生出后找不到爸爸等每一个细节都是优美动人的新闻故事。 

导语一定要有人，一定要吸引人。如新华社1997年5月29日电《广西取缔非法采金恢复生态》

的导语： 

 

新华社南宁5月29日电（记者陈吉）广西渌水江畔的农民在过去的几年里虽然住在河边却无法

用这里的河水浇灌农田。 

“这条河差点被淘金的人给毁了，”一位村民说。一想起过去， 他的脸上就流露出愤愤的神

情。 

不过， 现在河面又恢复了昔日的平静。 看着眼前清澈的河水汩汩流过，村民们都掩饰不住内

心的喜悦和兴奋。 

 



新华社北京6月28日电当美国总统克林顿第一眼看到中国的万里长城时，他连声说道：“真

美，太壮观了，简直令人惊叹。” 

“我很难想象长城历史如此久远，城砖都有四百多年历史，”克林顿星期天站在长城上对记者

说。克林顿在星期六跟中国领导人几轮繁忙的会晤后，今天换上了墨绿色短袖上装，米色西

裤，看上去更像一个游客。 

1972年尼克松总统站在长城上说，“这是一堵伟大的墙。”1984年里根总统爬上长城后说，

“令人敬畏，令人神往。”  

 

 

概括型和概念型导语 

 

12． 本报讯（记者吴海鸿）记者近日从宁夏固原地区林业局获悉，农民个体植树造林已成为

当地生态建设的重要力量。（中国青年报2001年2月4日） 

  

13. 本报乌鲁木齐2月2日电（记者郝磊）一场数十年不遇的雪灾使新疆人遭遇了一个繁忙劳累

的冬季。经过数月拼搏，发生在新疆北部波及29个县的灾情已基本得到控制，大部分灾区牧民

生活得到保障，存活牲畜已被转移。但是，灾情最重的塔城、阿勒泰地区的救灾工作仍十分繁

重。（中国青年报2001年2月3日） 

 

14. 本报北京2月17日电（记者刘元）“十五”期间，我国信息产业年增长速度将超过20％，

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7％，电话网的规模容量跃居世界第一位，电子信息产

品制造业经济规模位居世界前列。这是记者从今天结束的全国信息产业工作会议上获悉的。

（中国青年报2001年2月18日） 

 

15. 本报北京2月20日电（乔文）经国务院批准，教育部、国家计委、财政部日前就2001年高

等学校招生收费工作发出通知，要求继续执行《关于2000年高等学校招生收费工作通知》的各

项规定，进一步加强收费管理。2001年的学费、住宿费标准一律稳定在2000年的水平，不得提

高。（中国青年报2001年2月21日） 

 

新闻导语是全篇稿件的目的和故事发展方向。写导语的目的是把新闻关注集中在一个点上。在

整个新闻的写作过程中，导语的写作通常要占据整个写作和构思时间的三分之一到一半。有新

闻价值的素材挖掘得越具体，越会找到一个好导语。 

如何杜绝概念型导语？要用形象的细节、具体感人的事实。英国记者格林说，“要让事实说

话， 而不是让形容词来拔高这个事实， 要抛弃那些形容词。”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专业给学

生一个硬性规定，稿件中有一个形容词就扣一分，一切要通过作者深入现场采访的细节和感人

 



的事实来表明。通过自己把眼睛观察到的或采访到的事实，通过筛选，把作者的观点、感情表

达出来。感情不要通过形容词、更不要通过排比句或成语来表达，要通过用朴实的语言描述的

事实来表达。比如，新华社辽宁分社的一个记者采写的“最近辽宁省一位艺术家通过微雕艺术

作品表达了对邓小平同志的深切怀念。“这种导语抽象、不具体，不会太引起读者的注意。为

了引起读者的注意，总社的编辑把导语具体化和细节化，将其改成“辽宁一艺术家把邓小平的

讣告雕刻在了一根头发丝上“。 

有的编辑记者认为，总结性和概念型导语，甚至论文式或散文式的导语有声势、气势、深刻和

文采。但是，文章不是写给自己孤芳自赏的，而是给广大读者看的。新闻导语要的不是气势，

更的是一个朴实无华的好文风。一篇稿件写完后，不是要采访对象看满意，而是要广大读者满

意。如果你写的东西，连你自己、你的老婆或你的女儿都感动不了，那就别指望会感动你的上

帝（读者）了。 

今天，有些记者在写新闻导语的时候，为了显示其重要性，总爱把“国际化”“全球化”“信

息化”“网络化”这些大字眼放进导语中。好的导语不是简单地在导语或题目中加上“国

际””全球化“这两字，恰恰相反，而是要从一个活生生的、有名有姓的人开始。如云南分社

的《两根竹竿铺出的脱贫路》： 

 

新华社昆明4月3日电（记者原兴伟周笑雪）小凉山农民哲里布清楚地记着10年前县里挖坑种苹

果时发了两根竹竿。  

他说，“这两根竹竿一根代表坑挖多宽， 一根代表要挖多深。 我们村里人多数不识字，跟我

们说有多深多宽没得用。” 

这“两根竹竿”可能是中国扶贫工作中采用的最简便有效的工具之一。 正如国务院扶贫开发

领导小组一位官员指出的那样：“我们缺少的不是农业技术，而是如何使它简单易学， 以便

于在落后地区推广。” 

在过去10年中， 中国政府设法使农村贫困人口从一亿两千五百万减少到五千八百万，主要就

靠普及技术以发展种植业、养殖业和以当地农副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业。  

 

再如，写中国农村的基层民主选举，新华社记者王东平、李俊和周效政没有落如窠臼地写什么

《我国顺利完成了新一轮的寸委会直接选举》，而是从农民手中攥的选票——一粒小小的豆子

写起：《从“滴豆豆”到秘密划票》。 

杜绝概括性或概念型导语，还要坚持一事一报，尤其在成就、扶贫、教育和科技报道中，切忌

不要写笼统的综述，什么《我国新近发掘出一大批西汉珍贵文物》或《我国“九五”期间又获

得一批重大科研成果》。不要以为一篇稿件报道的考古发现或科技成果越多越好， 其实不

然。这样的成就稿，读者（被采访者和记者本人除外）兴趣几乎是零。比如，。新华社云南分

社有一篇稿件《西双版纳野牛野象等野生动物成倍增长》题材很好，但由于采访和写作上没有

下工夫，失去了一篇出好稿的机会。如果记者不泛泛而谈，而是用讲故事的形式，单独报道西

双版纳野牛的跟踪调查或写一篇《西双版纳野象追踪记》，采用效果会非常好。那些泛泛而谈

的材料最多只能作为背景写进稿件里。一篇稿件最好是把一个最生动的主题讲透， 或是从一

堆考古发现中挑选一件最独特、最有价值的文物加以生动、细腻、和具体形象的报道。1995年

底，新华社一位记者在《中国文物报》上看到一篇三千字的长篇文章《考古重大发现：徐州出

土一批汉代文物》。这篇报道用考古学家的语言一一罗列了一批新发掘的文物， 毫无可读性

和新闻性。文章的倒数第二段写道，这次发掘还发现了一件世界上最完美的金缕玉衣。记者根



据这篇长文编发了一篇600字的中文消息《中国发现世界上最完美的金lu玉衣》和英文消息

《考古学家发现2000年前的一件用金丝和玉片制作的寿衣》。路透社是这样转发这条消息的

《2000年前的中国王子埋葬在玉中》。 

 

文章管理：beyondsun （共计 978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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