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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提升新闻价值的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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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由政治新闻、经济新闻和社会新闻唱主角的报纸中，卫生新闻在一些人眼里只是一个合

唱队中的合唱演员，特别是在沈阳这样的工业城市中，卫生系统的新闻很难在报纸上占到重要

位置，不用说头题、二题，就是在选稿中也常常被淘汰，一般上稿量，要比工业、农村、财贸

等战线少得多。 

  卫生战线的新闻不如经济新闻重要，不如社会新闻引人注目，这是事实。但是，如果能在

新闻的深度上下功夫，也并非在报纸上排不上号。 

深度，来自于群众关心的热点 

  所谓热点，是在一定的社会阶段和一定的社会环境下，为群众所普遍关注，敏感的问题或

事件，是一个时期内社会舆论的中心。新闻记者应具备从错综复杂的客观事物中，发现真正具

有新闻价值的东西。新闻价值，往往也就具有较高社会关切度，实际上也可能就是热点。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金钱至上的观念也腐蚀到医疗卫生行业的个别人，以自己持有一技

之长，向患者索取。医务人员收受患者“红包”问题已经成为呼声较高，社会反映强烈的热点

之一。 

  为遏制“红包”现象的发生，很多医疗单位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如有的医院规定如患者举

报，对收受“红包”的医务人员给予经济和行政处罚，有的进行明查暗访，发现问题进行处

理。但这些都是被动地去纠正不正之风的发生。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在纠正“红包”等

不正之风的发生中，发动广大医务人员自觉反腐倡廉，抵制不正之风的发生，在医院有教授职

称的医生中开展签名拒收“红包”活动，受到全院教授们的响应。在举行签名的仪式中，全院

100多名教授从各自的科室来到会议室，有的教授刚下手术台，是跑步赶来的，有的教授有急

诊病人离不开，请别人替他来签名，场面十分感人。我用现场新闻的手法，写了《医大一院百

余名教授签名拒收“红包”》的消息，这篇稿子不仅在医疗界和群众中引起较大反响，而且，

被评为辽宁省及沈阳市好新闻，并获得全国新闻奖。回想起来，这篇新闻能受到关注和获奖，

就是抓住了当时的社会热点，使其报道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和深度。 

深度，来自于对新闻主题的提炼 

  新闻报道中的长篇通讯、评论员文章需要提炼主题，这是没有疑义的。但是，消息需要不

需要提炼主题呢?有人说，消息既然是事实的报道，告诉人们一件事就行了，还提炼什么主题

呢?的确，不是所有的消息报道都要提炼主题，一般动态消息，比如报道足球的比赛日程，高

考期间的天气情况，当然不需要提炼主题。但是有很多时候，采访中，采访对象同你讲很多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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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究竟要取舍什么，需要记者来提炼。同时，文章结构的安排，语言文字的选用等，都要由

文章的主题来决定。一个记者如果不善于提炼主题，采访的事实再多，文字表现能力再强，也

会言不及义。有的有新闻价值的事实很多，但没有主题就好像满盘珍珠没有用线穿起来，组合

不成项链，发挥不出应有的作用。 

  2000年末，我同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普外科博士导师刘永锋去看望一位肝移植患

者，这位肝移植患者恢复得十分好，已经基本和正常人一样生活和工作。他十分激动地给记者

讲了他从生病到治疗的全过程，其中，他在治疗中也走了很多误区，最后是科学的高尖医疗技

术救了他的命。如果只写这位患者肝移植后的身体情况，不是不能见报，但只是一篇普通的消

息，如果从另一个角度去选定主题，不仅可以反映肝移植的尖端技术和患者移植后的状况，而

且还可以提醒广大患者患病一定要到正规医院去看。于是，我写了一篇题为《花100元钱挂个

号，差点送了命》的稿子，见报后，收到很好的反响。 

  总之，深度决定了新闻作品质量的高低，甚至写作的成败。把新闻报道写深、写透、写

活，让群众喜闻乐见，是新闻工作者的任务，也是一种追求。 

(作者单位为沈阳日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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