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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报道深度，是指对现象的突破，对事物的深化，对本质的认识，对因果的透视。向报

道深处推进，就是要使我们的新闻作品具有更强的感染力、说服力和辐射力。  

  我们要的报道深度，是在坚持倡短求精基础上的深度，是主攻现场短新闻、突破消息写作

一般化的深度。一个是短，一个是深，两者并行不悖，相辅相成。那么，什么样的报道才算是

有“深度”呢？笔者认为可以这样来概括：引人入胜，发人深思，催人奋进。首先是解决“入

眼”的问题，就是让读者看得上眼，喜欢看，可读性强；第二是解决“入脑”的问题，就是让

读者看到我们的报道、言论之后，有所启迪，有所思考，开动脑筋，改进工作；第三是解决

“入心”的问题，就是让读者产生共鸣，受到鼓舞，提神鼓劲，成为激励他们开拓创新的精神

动力。  

  如何增加报道深度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向捕捉信息要深度。采编过程是捕捉信息的过程，在眼花缭乱、纷繁复杂的诸多信息

中，我们的眼睛要有双重焦距，视野要在360度的空间扫描，摄取那些反映事物本质的思想、

语言和行为，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使我们的报道既有时空跨越上的广度，又有新闻背景上的

深度。从某种意义上讲，记者要当观察家，编辑要当思想家。  

  二、向贯彻政策上要深度。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单位政绩的优劣、成绩的大小、水平的

高低，很大程度表现在该单位能不能结合实际贯彻党和政府的政策上。由于种种原因，一些单

位和部门对党和政府的政策的贯彻会有时不到位或发生某些偏差，出现一些问题，我们的新闻

报道如能注意这些问题，研究这些问题，反映这些问题，提出对策性的建议，必然会引起各级

领导部门和广大读者的关注，报道的深度也就体现出来了。  

  三、向理性思考要深度。新闻报道既是一种快速传播信息的手段，又是一种表达意境、描

述思维的工具。古人讲：“文者，寓理之具”，“贯道之器”。因此，我们在注重时效、立足

于新、引人入胜的同时，要见人见事见思想，给人以启迪，发人深思，有一定的哲理性。从一

般的思维活动看，有表层的、中层的、深层的。从新闻报道角度看，这三个层次的思维活动又

是紧密相连的。一般说来，先看表象，从现象入手，发现新闻线索；尔后由此及彼，找出新闻

依据和新闻背景，进入中层思考；再通过理性分析，进行深层思考，把作者、编者的见解寓于

新闻报道之中。减少一般化、大路货，把宣传报道推进到一个更高的层次，更理想的境界，从

而增强报道深度，以期在读者中产生较强的震撼力和影响力。  

  要增加报道深度，具有相当的难度。这就需要我们努力进取，勤勉敬业。一要认真学习马

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高认识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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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敏锐力和洞察力；二要深入调查，了解实际情况。报道的深度是靠我们坚持不懈地深入实

际，掌握第一手资料，从群众生动、丰富的实践中汲取充分的养料来获得的。随着科学技术的

高度发展，方方面面的信息交流日益活跃。我们应当通过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的深入接触

和信息交流，努力丰富自己的“思想库”，增强对各种信息的灵敏感，增强对新情况、新问

题、新趋势的观察力。这样，我们推进报道深度，就有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后备资源。

■  

  （作者：东方红林业局广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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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报道深度的几个方法 会员评论[共 1 篇] ╠

深度报道不能等同于长篇大论。深度体现在人们读后的反映上。其写作方法，不仅是这几方面，还有更

深层次的因素。 [luyouz001于2002-8-18发表] 

 

╣ 我要评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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