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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掘非动态性新闻的“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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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动态性新闻，尤其是经验性消息、工作通讯等，因时效性、新闻性差，相对比较枯燥。这

类新闻写起来既要有典型性、指导性，又要有新鲜性、感染力，难度很大。  

  最近，笔者读了《黑龙江日报》的一篇报道———《榆林“一张饼”现象》，深感这类非

动态性新闻报道并非不能写新写活。如果开动脑筋，立足特色做文章，那么，写出富有新意、

具有较强感染力的报道，仍然会达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地。  

  这篇稿件，立足题材特色，贴近地方特色，形成了语言特色。更使得这篇本来也许流于地

方农民小手艺的一般性报道，经过记者的深入采访和深刻思索，经过记者的特色加工和特色创

造，变成为一篇带动一方农民脱贫解困奔富路、启迪各级政府抓住地方经济亮点、形成产业支

柱大主题的重点报道。以下是笔者对怎样开掘非动态新闻的“新”意的几点感悟。  

  一、立足题材特色开掘新闻的实用性  

  从题材特色上入手，向深开掘新闻的实用性，是非动态性新闻创新的一条新途径。  

  讲求实用是市场经济中人们价值观念的一种取向。作为地市党报来说，适应读者的阅读取

向，已成为新闻媒介在激烈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的重要选择。  

  作者顺理成章地由描写“横空出世”的筋饼，转向“绝活”带来的规模效益，点出了这类

题材的指导意义，由此升华到“精神变物质”的一个新阶段。把这样一篇原本可能比较平淡的

题材，变成了一篇特色鲜明的新闻报道。  

  二、贴近地方特色提高新闻的接近性  

  要想为读者服务好，光有服务意识不行，还要有好的报道手段和报道技巧。这篇报道的最

大地方特色就是紧紧抓住农村题材和农民读者，对农村题材的把握和对农村读者群的准确定位

形成了这篇稿件的鲜明地方特色。记者紧紧贴住地方特色做文章，对自己的核心读者群精确定

位，从而使这篇非动态性新闻报道更加新颖活泼，更加接近读者。  

  黑龙江省的广大读者是农民，农村题材有着较大的吸引力。把读者关心的、并与其生活息

息相关的内容从大量事实中剥离出来，为读者提供实实在在的服务。《榆林“一张饼”现象》

通过大量的分析调查，寻找出的最有典型性、代表性和启发性的农村题材。  

  同时，就广大的农民而言，摆脱贫困，早日走上富裕路，是每个人都朝思暮想的大事。从

政府来说，怎样重视起农村的地方特色经济，把地方绝活做大、做强，既能有效地调整产业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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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又能形成一个产业链条，拉动地方经济，使地方经济产生巨大的飞跃，就更有宏观效应，

这样的报道其中的魅力当然不言而喻。  

  有人说，报纸是读者的信息公仆，此话很有道理。报纸只有以关心百姓生活为己任，想民

之所想，急民之所急，才能创造最好的新闻价值。  

  三、形成语言特色增强新闻的亲和力  

  非动态性新闻的新意，笔者以为从形式上最明显的就是应该在语言上有所突破，有所创

新。如这篇文章，写的是农村题材，选用农民的语言，尽量的朴实无华，农民一看亲切形象，

当然爱看。  

  比如说，富起来的农民对帮助他们致富的“一张饼”充满了感激之情，记者是怎样用语言

来形容的呢？文中这样写道：“啥也别说了，眼泪哗哗的！”十分浅显，却又特别生动，令人

过目难忘。  

  在这篇报道中，记者为了让新闻更新，还努力寻找了一些幽默的语言。如在形容这张

“饼”拉来人气时，就写道：“外地人，能‘作妖’”。这“作妖”一词，虽然十分口语化，

还略有一些贬义，可在这篇稿件里，没有丝毫的不协调的感觉，反倒增添了几分幽默。同时也

把这篇稿件的风格改变了许多，当然新鲜感倍生。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只要肯踏踏实实地深入采访，不断探索，大胆实践，非动态性新闻

报道就会越来越受到读者的欢迎。  

  现如今，广大受众的头脑日趋活跃，工作节奏日趋加快，新闻媒介的竞争日趋激烈。在各

种新闻媒介中，笔者以为更有必要在非动态性的新闻报道上多下功夫，突出特色优势，使新闻

报道以鲜活形象取胜，增强可读性，增强亲和力，增强感染力，进而使非动态性新闻报道能够

走进人们的心中。 

■ （作者：大兴安岭日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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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文章：黑龙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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