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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新闻报道的感染力和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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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报纸是办给人民群众看的，必须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读者， 

必须合乎大众口味。在报纸受众需求多元化特别是报业竞争日渐激烈的情况下， 

要增强地市报新闻报道的感染力和吸引力，赢得读者的好评，就必须不断创新。 

改版后的湄洲日报进一步调整和完善办报理念，把增强新闻报道感染力和吸引 

力作为报纸改革的切入点，努力实现办报观念的三个转变。 

  由提高可读性向增强必读性转变 

  可读性是地市报一直重视和倡导的。但现在看来，要让地市报在竞争中立 

于不败之地，仅提可读性是不够的，应当重视和增强必读性。这是新形势下地 

市报发挥舆论引导作用的需要。地市报是地方党政干部的必读报纸，但党政干 

部在读者群中毕竟只占少数。要调动绝大多数读者读地市报的浓厚兴趣，必须 

跳出报纸看报纸，增强读者意识。受众对地市报的选择是形式美和内容美的统 

一。形式美也就是总的视觉印象。改版后，湄洲日报定位在：党报品位，大众 

口味；大信息量、大标题、精短消息和特写、精美的专栏和图片、多样化的表 

现形式。内容美也就是受众对新闻质量的要求。改版后，湄洲日报要求编辑、 

记者、通讯员采写的稿件必须新闻鲜活、内容动人，所报道的东西要与党委、 

政府倡导和群众期盼的息息相关。 

  事实上，地市报的权威性、政治性就决定了它应有的必读性。现在的问题 

是如何凸现和开掘这种必读性。改版后，湄洲日报在要闻版和本市新闻版上， 

新开4个常设栏目，增强了必读性。一是在一版底栏右边设置《新闻眼》固定栏 

目，坚持做到每天都有一篇反映社会热点难点的新闻稿件，使之成为读者了解 

社会、了解生活的一个视窗。二是在一版开设《新闻援助》固定栏目，全天候 

开通热线电话，听老百姓诉说衷肠，然后以问卷的形式，向老百姓提供相关政 

策性信息和有关部门解释性处理结果，或指点迷津，或解惑释疑，起到了引导 

读者、沟通读者的桥梁作用，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新闻110”。三是在一版开 

设《荔城时评》评论栏目，围绕各个时期党和政府的中心议题，重要社会现象 

以及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评论，突出党报权威性、政治性，引导读者 

正确认识矛盾，增强信心，推进创业。四是在二版本市新闻开设了《现场短新 

闻》栏目，鼓励记者深入基层，深入现场，写出一些喜闻乐见的、内容动人的 

鲜活新闻，以活跃版面。以上4个新栏目开设后，增强了新闻的可读性，拉近 

了报纸与读者的距离，增强了广大读者对报纸的可信度。 

  此外，改版后的湄洲日报还增设《证券彩票》、《文娱体育新闻》、《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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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影视导读》、《时尚消费》、《房产家居》、《特别报道》等贴近实 

际、贴近生活、贴近读者的新专刊，尽量满足不同读者的不同需求。并时刻站 

在读者立场考虑报道、分析受众心理，对不同的读者报之以形式与内容各不相 

同的好作品，使他们一打开报纸就能看到自己要读的东西，逐步引导读者形成 

对党报必读的心理。 

  由简单报道事实向创新报道形式转变 

  长期以来，由于我们只采用简单报道新闻事实的办法，去解释党委、政府 

的意图，因而一些传统形式已经演变成系列套式，使得很多采编人员难以从这 

些套式中解脱出来。如会议报道的套式、经济活动报道的套式、各个时期报道 

的套式等等，这些大大小小的套式抹杀了事物的新颖性和特殊性，而新颖性和 

特殊性恰恰是新闻的生命。因此，作为地市报人，必须进一步调整办报思路， 

努力创新报道形式，不断增强党报的感染力和吸引力。改版后，湄洲日报视创 

新为新闻宣传的生命，把“新闻采写要攻新，报纸编辑要倡新”作为对采编人 

员的基本要求，并付诸于新闻报道的实践中。 

  新闻采写要以变求新。具体讲，就是要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要改变思维 

方式，求得立意新。目前，影响新闻采写创新的重要因素是思维方式陈旧落后， 

许多采编人员习惯于单向思维、顺向思维，因而报道往往失之偏颇。要求立意 

新，就要选准恰当的主题。要努力通过报道，揭示出新问题，展示出对事物发 

展的新观点、新趋向。做到言人之所未言，见人之所未见，从而使新闻宣传具 

有新闻性，对实际生活起到一定的前导作用和预见作用。二是要改变采访方式， 

求得思路创新。新闻创新说到底是一个思路创新的问题。新闻报道的思路选择 

是作者在大量的新闻素材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的筛选、评价、思 

考后确立的。因此，占有丰富的新闻素材是十分重要的。改版后，湄洲日报要 

求记者树立踏实肯干、谦虚谨慎的作风，善于从不同的侧面、特别要努力从鲜 

为人知的视角去分析和观察新闻事实，获得第一手材料。报社还要求记者学会 

全面客观地评判出新闻事实的本质，从中抓取热点、难点、焦点，以便收到事 

半功倍的效果。三是改变写作方式，求得手法创新。就是运用丰富新颖的报道 

形式，鲜活生动的语言来报道新闻。改版后，湄洲日报鼓励记者打破传统表现 

方法的束缚，多写社会新闻、现场新闻、目击新闻，力戒空话、套话、公式化 

的语言，多运用幽默散文式的语言和来自群众的语言传递信息，表述新闻事实 

，使人耳目一新。 

  报纸编辑要具有创新意识，增强报纸版面的亲和力。改版后，我们以要闻 

版改革为突破口，要求编辑从以下几方面来创新：即标题要“跳”起来，按照 

准确、简洁、鲜明、生动的基本要求，采用拟人、对比等多种修辞手法，精制 

巧作每一个标题，让标题叫得更响；写法要“活”起来，要运用消息、通讯、 

评论、图片和新闻分析、背景资源、新闻图表等表现形式来报道事实，吸引读 

者；图片要“动”起来，要超常规运用图片，以大气势、大篇幅做压题或头条， 

使整个版面活跃起来，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行文要“滚动”起来，改变死 

板的设计局面，突出整体效果。文稿要“短”下来，信息量要大起来。由于编 

辑在工作中确立以上几个目标，有效增强了新闻报道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由突出版面层次感向追求现代新潮版转变 

  近年来，随着报刊竞争的日趋激烈，地市报社都在千方百计地对报纸的内 

容与形式采取各种改革措施，以增强新闻报道的感染力和吸引力，争取更多读 

者，扩大市场份额。不失时机地推出新潮版式，则是这些改革措施中较为重要 



和采用较为普遍的一种。 

  从报纸版面的构成艺术看，好的版面设计应给人以美感，让人从版面艺术 

中获得美的享受，让人从精神上感到振奋。改版后，湄洲日报的版面由过去单 

纯突出主题层次感开始向追求现代新潮版转变，并就如何改革报纸版面，作了 

以下初步探索： 

  一是注重模块版式。传统报纸版面的布局结构多为穿插、排列并用，露头 

藏尾。改版后，我们打破这种定式，讲究一个版面应有视觉上的大节奏、鲜明 

活泼的感觉，编排时更多注重模块版式的运用，把每篇稿件都视为一个板块或 

块面，每个板块都是组成整体版面的一个单位。这种版式强调几何造型的单纯 

明快，内容越复杂，设计就越简单，把读者的阅读目光凝聚在一块，方便阅读。 

  二是追求厚题薄文。由于当代生产和生活方式日益向高效率、快节奏的方 

向发展，读者不得不压缩读报的时间，而趋向短信息的阅读与获取。为此，我 

们也相应通过压缩文字、增大信息量来吸引读者。要把众多的信息编排在有限 

的版面内，只有通过强势标题才能凸现新闻的轻重，把各类新闻事实最直观、 

快捷、有效地奉献给读者。于是，我们逐步形成了厚题薄文、长题短文的版面 

风格。实践表明，这种版式很容易被读者所接受。 

  三是重直线轻花线，多留白少网纹。直线的方向性明确，有简洁、明快、 

大方的视觉效果。直线分为粗线和细线。粗线有力深沉，细线则显精致高雅。 

改版后的湄洲日报版面主要以直线为主导，新闻的轻与重主要通过线的粗细来 

体现，尽量少用繁复多样的花线。同时摒弃了运用网纹来调节版面视觉均衡的 

做法，而借用标题与版面自然形成的黑白对比度来达到版面效果，增强了版面 

的层次感、立体感和纵深感。 

  四是大照片和大题区。大照片、大题区有强烈的视觉冲击效果。这种“一 

题胜千言，一图胜千言”的做法，能够使新潮版面在报林中脱颖而出。改版后， 

我们在用稿观念上逐步实现了由“重文轻图”到“图文并重”的转变。大胆地 

把版面上的新闻照片由“配菜”推到“主菜”地位，尤其在一版上注重了图片 

新闻的编排，从而增强了形象新闻的意识和版面的视觉冲击力，吸引了读者， 

也给读者以美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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