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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高才能望远——采写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系列报道
的体会 

时间：2004-2-23 22:08:28 来源：新闻战线 作者：费伟伟 阅读1983次

  

  2003年11月26日～29日，《人民日报》连续4天在一版显著位置以较大篇幅刊发了4篇振兴

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系列报道。这是人民日报宣传贯彻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重头之作，由人民

日报副总编辑江绍高带队，经济部与记者部共同组织完成。 

  报道刊发之时，正值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与会的一些部委和地方领导同志对报道给予

充分肯定。报道在东北三省更是反响强烈。辽宁省委宣传部负责同志说，这组报道主题鲜明，

内容翔实全面，行文流畅，生动感人。综合篇《“雄鸡”高歌看东北》、辽宁篇《打响新的

“辽沈战役”》，都对辽宁的工作作了准确生动的报道，问题抓得准，起点高，气势大，指导

性强。吉林篇《白山蓄势待发力》一文发表当天，正在北京参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吉林省委

书记王云坤就让秘书给人民日报驻吉林记者站打电话，认为此稿主题选择得当，准确地反映了

吉林省委、省政府的思路和打算；省委常委、秘书长李申学也指出，此稿所写的几个问题正是

省委最关心的问题，也是省委正在着力抓的重点工作。黑龙江篇《黑土地上热潮涌》见报后，

黑龙江省委副书记刘东辉说，这篇报道分量重，问题把握准确，报道体现出了人民日报记者对

新闻的敏锐把握能力。这几个省的一些报纸转载了相关报道，电视也在新闻节目中作了摘要报

道。 

  （一） 

  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支持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加快调整和改造，这是党中央从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着眼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为深入贯彻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宣传中央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的重大意义，经济部

按照人民日报编委会的部署，经过充分研究准备，并和记者部商量，确定了此次对东北老工业

基地报道的总体要求，就是要以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中央关于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思

想为指导，突出改革创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充分反映东北地区振兴老工业

基地的总体思路和所采取的有力措施，展示东北地区干部群众自力更生、迎难而上的精神风

貌。 

  人民日报社领导对这组稿子也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整个报道要有气势、深度，鲜明生动，

宏观材料与典型事例相结合，工作思路与精神风貌相结合，体现权威性、思想性、可读性。 

  （二） 

  要使这组报道写出气势，充分反映东北地区贯彻中央决策、结合本地实际，推进老工业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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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振兴的新思路、新进展、新探索，首先必须对中央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有深刻把握，要

胸有成竹。张研农总编辑明确要求，在参加报道的人选确定后，出发前要专门组织学习中央关

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有关文件。江绍高副总编辑在沈阳组织参加采访的经

济部记者和人民日报驻三省记者，专门进行了学习讨论，领会中央精神，了解三省基本情况，

明确采写思路。 

  通过学习，大家在几个重要关节点上达成了共识，就是加快东北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和

振兴，最重要的是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一是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以改革开放促发展、

促调整、促企业改组改造，着力推进体制创新和机制创新。二是坚持主要依靠市场机制，正确

发挥政府作用。三是坚持自力更生为主，国家给予必要扶持。即使在政策、资金等方面的支持

也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讲求效益。四是要坚持立足现有基础，重在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

变，少上新项目、少铺新摊子。五是振兴老工业基地是一项长期、艰巨、复杂的任务，要从实

际出发，实事求是，搞好总体规划，综合治理，区别轻重缓急，分步实施。 

  认真学习好、领会好中央精神，就能区别哪些是真正的发展新思路、改革新突破、开放新

局面、工作新举措。这也是这组报道能够“问题抓得准，起点高，气势大，指导性强”的关键

所在。 

  （三） 

  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新闻媒体已做了不少报道。从时效性上讲，我们这组报道似

乎显得晚了些。这也就要求我们的报道在角度上有别于其它媒体。 

  如何有别？我们认为，中央推出这样一项重大战略举措，东北三省的各项工作刚刚展开。

振兴东北的口号提了多年，广大读者关心的是新一轮的振兴“新”在哪里？做好这组报道的关

键是要把重大新闻的重点与读者关注的热点真正结合起来。东北三省经过一个多月的学习、讨

论，思路清了，方向明了，下一步的工作重点明确了，正是我们能抓到“干货”的大好时机。

因此，明确此次采访重在报道东北地区振兴的新思路、新探索，展示三省干部群众迎难而上、

开拓创新、艰苦奋斗的新风貌。 

  登高才能望远。对本地区的发展思路、工作重点最清楚者，莫过于“一把手”。为此，江

绍高副总编辑带领记者组分别采访了东北三省的主要领导，请他们谈思路、谈重点、谈举措。

此举使报道组对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决策的战略意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各省的发展思路有

了更多的了解。此次采访的组织形式也较有特点，经济部工业组派出三位记者分赴三省，与人

民日报驻三省记者站站长密切配合，将专业部记者对全局情况比较了解、对国有企业改革发展

的大背景比较清楚的优势，与驻站记者对省情比较熟悉的优势结合起来，“强强联合”，从而

保证了采访的顺利和到位。 

  （四） 

  正如人们用“东北现象”来概括东北三省老工业基地的普遍现状一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

地，大背景相同，共性的话题多，而生动的报道离不开具体、有个性特点的现象和事实，越具

体越生动。报道该如何布局？我们确定分为1篇总体篇和3篇分省篇。总体篇主要是站在整个东

北的角度，看实施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分析振兴的有利条件和难点，体现

中央关于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的基本思路。分省篇则分别从各省实际出发，重点报道各省

实施振兴战略的具体思路，体现各自的特点，重在写实，反映各省正在进行的探索以及精神状

态。 

  这样有总有分，总者，高屋建瓴，从中央决策看东北，起点高，涵盖面广，指导性强；分

者，紧扣一省实际话思路、写重点，千姿百态，生动具体。总体篇里对三省的情况作了必要的

介绍，对东北现象进行了宏观、立体的分析，把必须交待的说清楚了，也就使分省篇容易集中



笔墨去写三省的新思路、新探索、新举措。 

  （五） 

  成功的深度报道应该是权威性、思想性、可读性的结合。如何努力做到这一点，我们的体

会是在写作上要注意宏观材料与典型事例相结合，工作思路与精神风貌相结合。 

  如：综合篇《“雄鸡”高歌看东北》有这样一段：“来到辽宁阜新海州露天矿那天，是个

雾天。登上矿上的观景台，方圆30公里、深达300多米的大矿坑，怎么也看不见。这个曾是亚

洲最大的露天煤矿就锁在雾中，人们的心情也像雾般压抑———因资源枯竭，到年底海州矿就

将宣告破产。荣誉室里，几十个金灿灿的奖牌诉说着海州过去的辉煌：建矿50年，产煤2亿多

吨，实现利税33亿多元。 

” 

  如：辽宁篇《打响新的“辽沈战役”》这样写道：“振兴要自强自立。沈玉舫，原鞍山市

锅炉公司职工，5年前和爱人双双下岗。‘我从没想过等着政府来救济。’下岗后，沈玉舫一

天都没在家闲着。寒冬腊月，她守在地摊前艰难地挣着一分一角。夜阑人静，她弓着腰在饭店

洗盘子。烈日炎炎，她推着小车走街串巷卖卫生纸。‘人人都有两只手，我就不信自己养活不

了自己。’不服输的沈玉舫终于熬了过来。她办起了卫生纸批发部，雇用了36个下岗姐妹搞销

售。在辽宁，这样的下岗职工还有很多。失去工作，他们不等不靠、不挑不拣，艰难却又执著

地走在创业路上。” 

  如果说深度报道无典型容易流于空泛，那么缺少议论便难于引导，难以深化。因此，要注

意两者的结合，夹叙夹议，才能使读者既易感知，又生发思考。 

  如吉林篇《白山蓄势待发力》，在介绍长春卷烟厂、旭阳公司两个机制创新的典型后，记

者适时加入了一些议论，阐幽发微： 

  “观念的突破和更新，不像产品、产业结构调整那样，有大手笔，并且见效快。它是艰难

的。唯其艰难故而更深刻，更能迸发持久的创业活力、创新活力。像长烟，像旭阳这样的企

业，在吉林正在多起来。比如，停产了4个月的吉林纸业最近生产重新启动了，原来是把控股

权‘拱手相让’给四川的中竹集团了；停产4年的吉诺尔冰箱厂区里，动人的机器声又响起

来，原来是主动让民营企业科龙兼并了，改名叫‘吉林科龙电器有限公司’……” 

  一项涉及全局的重大战略举措，其进程必然是艰巨、复杂的，需要总结经验给人以指导，

需要揭示教训供人汲取。因此，我们在宣传新探索、新成效的同时，没有忽略存在的问题和教

训，因为在改革艰难进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其中蕴含着可供人们参考、深思的有价值的精华。 

  如：综合篇《“雄鸡”高歌看东北》中写道：“在黑龙江，副省长刘海生讲了这样一个故

事：两年前，一家国有钢厂经营不善，准备与港商合资。消息传来，职工不干了：我们是国有

企业的职工，不能变成港商的打工仔。国有身份不能变，誓与企业共存亡。结果合资黄了，企

业也越来越差。” 

  也许正是因为注意了这几个方面的结合，吉林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吕钦文认为，报道反

映的问题很重大，采写有一定难度，但稿件选择角度巧妙，语言活泼，重大问题写得灵动而有

生气。 

  （六） 

  没有背景，就没有新闻。背景既指新闻报道中的背景，也包括新闻发表时的背景。新闻实

践告诉我们，报道发表时机的选择对深度报道也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方面。 

 



  时机抓得好，影响广，声势大，就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2003年11月27日至29日，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在安排2004年的经济工作时，指出要从发展全局的高度，着重把

握好几点，其中包括“国债和新增财政资金的使用，要重点向……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倾

斜”，“紧紧抓住结构调整这条主线…… 

  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再一次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热点。

我们的这组报道，于26日推出第一篇综合篇，就在会议举行的3天里，每天在《人民日报》一

版头条，配着压题照片，浓墨重彩地连续推出3篇分省篇，准确地把握住了发稿的最佳时机。

配合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产生了好的效应，也可以说是放大了报道的影响。这组报道获

得了参加会议的东北地区之外的一些省市、国家部委的负责同志的肯定，就是一个生动的说

明。 

  （作者是人民日报经济部工业组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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