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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地正在发生的重大新闻，对于远离事件中心的大多数地方媒体来说，由于距离、资金、

时间等方面的制约，往往无法派出记者从事件发生的第一现场发回报道，大多只能从外围、本

土化方面作些呼应，难以满足受众希望第一时间全面了解重大新闻事件详情的要求。所以，地

方媒体如何在异地发生的重大新闻事件报道中有所作为，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一、扩大新闻视野与突出地方特色  

过去，我们对异地发生的重大新闻事件的报道，在突出地方特色上十分注意。我们惯常的

做法是寻找当地与重大新闻事件有关联的线索。例如，作为湖北的媒体，香港回归时报道从湖

北开出的送货列车，澳门回归时报道为装点回归盛典精心培育反季节荷花的湖北籍园艺家……

这些精心寻找的线索虽然有一定的新闻性，也能获得较好的宣传效果，但它不能满足受众希望

了解事件整个进展过程的要求，给人意犹未尽的感觉。过分强调地域特点，很容易忽略重大新

闻事件的主体和精髓，结果会因为视野狭窄，导致报道内容贫乏、单一。  

对地方媒体来说，主要的受众还是本地人群。人们并不因为远离重大新闻事件的发生地，

就对这些事件漠不关心，这就要求我们树立大的新闻观，扩大新闻的视野。当然，从受众心理

来说，新闻又要讲求贴近性，尤其是地域的贴近。如果大量的报道就是发生在听众身边或附近

的新闻事实，新闻人物就是听众熟悉的甚至就是听众本人，这种家门口的新闻和关于自己的新

闻所释放的强大效应，就像一个巨大的磁场，把受众牢牢地吸引。  

我们在策划《今夜属于中国》这期节目的整个过程中，始终都十分注意本地与外界的交相

呼应。整个节目与中国申奥这一重大新闻事件的最前沿和事件中心始终紧密相连。中国申奥的

两大主要场景———莫斯科和北京的同步信息得到充分展示；两大主体音响———萨马兰奇宣

布2008年奥运会主办城市是北京和江泽民在中华世纪坛讲话都与事件进展同步播出。在不到一

小时的时间里，共接进7地11个点的11个电话，第一时间让听众听到了来自澳门、台湾、莫斯

科、柏林、北京、仙桃、武汉等地的声音，信息量异常丰富，场景切换流畅自然。  

在加大信息量，扩大新闻视野的同时，我们又十分注重节目的地方特色。狂欢盛况的报

道，我们将重点放在本地；选取奥运冠军等体育界人士时，也以湖北籍的为主；我们还有意识

地选取了本地的一个体育世家和一位普通市民张晏生的故事作为节目的“动情点”，让节目的

主要收听对象———本地听众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和亲近感。  

在实践中我们认识到，扩大新闻视野和突出地方特色，在选材上必须严格。非本土化的题

材，一定要拿到更大的范围也是最典型、最有说服力的人或事；本土化的题材，则要真正代表

本土特点。这就需要节目的主创人员平时多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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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注重背景报道与开掘报道深度  

在报道主题比较单一的重大新闻事件时，由于延续时间比较长，单一的现场流程记录不能

满足受众的胃口，容易产生现场信息低谷。因此精心组织一些背景材料，选择适当的时机播出

是很必要的。另外，如果在叙述事件的同时，通过背景报道，还能抒发一种情感，阐明一种理

念，渗透一种价值，会给人留下更深刻的印象。  

《今夜属于中国》这期节目，我们注重用背景报道深化主题。第一个我们介绍的是武汉体

育学院温敬铭教授和他的一家。这位最早参加奥运会的中国武术前辈，代表了中国奥运之梦的

开始。第二个我们关注的是何振梁，他代表了为中国奥运之梦鞠躬尽瘁、殚精竭虑的有功之

臣。第三个讲述的是来自成都的一位普通中国人邹玉麟徒步到国际奥委会递交申奥信的经历。

这位普通中国人的故事表达的是亿万中国人的奥运情结。第四个出场的是张晏生老人，这位曾

给萨马兰奇写信表达申奥决心的普通武汉市民，在北京申奥前一天收到了萨马兰奇寄来的礼

物。这四个故事，层次感很强，人情味十足，在中国成功申奥的“7·13”之夜听起来十分感

人。  

那么，怎样才能处理好现场和背景的关系呢？  

首先，要树立现场第一、背景第二的观念。要胸怀全局，对事件的走势有一个很好的把

握，掌握时机，根据需要，推出背景资料，做到现场与背景相得益彰。  

其次，直播室主持、现场报道、背景报道在整个直播中要有一个合理的配比，一般而言，

背景专题的总量不宜超过1／2，否则就失去了直播的意义。另外，在设计、策划节目时，要注

意发挥现场报道、背景报道各自所长，交叉使用，不断营造高潮和动情点。  

第三，在尊重著作权、发布权的前提下，向电视、网络等媒体取长补短。比如在申奥特别

节目中，在直播室里切进一路电视信号，转播中央电视台的直播节目，保证了莫斯科投票、萨

马兰奇宣布北京获胜、江总书记在中华世纪坛发表讲话这些重要音响同步播出。我们还及时调

用了网络资料，以最快的速度为听众传递了最后一轮投票的具体票数。  

事实证明，地方媒体在重大新闻事件报道中是大有作为的，是完全能够赢得读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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