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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市报副刊要办出地方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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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许多县市报纷纷把增办和办好副刊当作扩大读者队伍、促进发行工作的重要手段之

一。可如何才能办好县市报副刊呢？特色是报纸存在的基础，是报纸的生命力所在，因此，县

市报要办好副刊，就必须在坚持党性原则、把握正确舆论导向的基础上，抓住地方特色做文

章。 

    一、要从定位上突出地方特色，贴近读者和社会。 

    县市报副刊的读者定位，应该是本地域的每一位读者。报纸副刊作为报纸新闻版面的补充

和延伸，应该让每一位读者从中获得与自己的生活密切相关的信息，切忌走入“孤芳自赏”、

“阳春白雪”的小圈子。 

    县市报副刊的内容定位，应该以反映该地方的社会生活为主，使本地的读者一看报纸就产

生亲切感。多说“身边事”、“身边人”，多反映瞩目的、新鲜的、与大多数人密切相关的生

活内容。2000年下半年，我们武义日报结合修建熟溪桥这一与当地人民群众关系密切、为广大

读者所关注的大事，在“武川佳话”专栏中刊发了《夕阳映古桥》、《募捐办的青年志愿者》

等弘扬社会正气的文章，说身边事、身边人，得到了读者的广泛关注。 

    县市报副刊的形式定位，应采用受本地读者欢迎的、非新闻报道的、适合报纸篇幅的文学

体裁。诸如：小散文、小随笔、评论、诗歌、小说、报告文学等等。这些体裁宜长宜短，也能

为广大读者所接受和欢迎，特别适合县市报等小报。 

    二、县市报副刊要办出地方特色必须从内容上下功夫，以精彩性、趣味性、贴近性吸引读

者和群众。 

    首先，要努力做好地方文章，大量编发与地域文化有关的专稿特稿。如1999年，我们结合

武义旅游热的兴起，在副刊中相继编发了一组与武义旅游密切相关的稿件———《刘秀传说在

武义》、《岭下汤的石梁架屋》、以及介绍郭洞、俞源的《古村拾遗》等，体现了浓浓的地方

特色，不仅受到了县内读者的欢迎，也得到外来客的好评。再如在纪念武义解放50周年之际，

我们相继组织了《回首当年解放时》、《黎明前的较量》、《难忘的三闪剿匪》等一组介绍解

放武义经过的回忆文章，既让老同志回忆起当年的战争岁月，也使年轻人增加了对解放家乡的

革命事迹的了解。这组文章深受老幼喜爱，反映很好。再如《从前有座育婴堂》、《周墙弄的

传说》、《天堂坪的传说》等文章，由于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深受读者喜爱，许多读者来信

来电要求报社多编发此类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文章。 

    地方特色要贯穿于所办副刊中，即使编发文摘版，也要围绕“地方特色”组版。如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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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端午节即将来临之际，针对我县各地都包粽子吃的地方习俗，我们选择组织了《端午

到，粽子香》、《自己动手裹粽子》、《四类人不宜吃粽子》等一组稿件编发在《生活》（大

部分稿件是文摘）上，同时配发了有关粽子的图片，使文摘版具有了浓烈的地方特色，受到了

读者的青睐。只有突出地方特色，县市报的文摘版才会贴近读者、贴近百姓，使读者产生非看

不可的阅读欲。 

    此外，在形式包装上，也要注意突出地域特征。如我们将文化副刊定名为《武阳川》，

“武川诗船”、“壶山夜话”、“武川掌故”等小栏目也具有地域特征，让人一目了然。版式

设计上也要多配用与武义相关的图案、照片，尽量在视觉上给人以鲜明的地方特色。如2000年

编发的《俞源民俗文化艺术节好闹猛》、《柳城庙会闹盈盈》等组照，反映了一个地区的民俗

风情，具有强烈的地方特色。还有《古桥春色》、《古桥夜色》等有关熟溪桥的照片，也具有

地域特征，十分贴近读者，让读者一看就有亲切感。 

    三、语言和版式也要突出地方特色，适合本地读者的阅读习惯。 

    语言是表达文章内涵的重要工具。语言美不美是评判副刊作品的重要因素。如上所述，县

市报的读者定位是本地域的每一位读者，那么，县市报副刊的语言就尤其要力求通俗易懂。所

谓“通俗”，就是要大众化，口语化，在语言文字上，要适合读者的阅读习惯，要力避那些晦

涩难懂的词语，力避使用那些少数人懂而多数人不懂的专业术语。同时，可以使用一些本地的

方言、俚语，使读者一看就产生亲切感，吸引他们看下去。 

    版式好比副刊的面孔，要特别花功夫，将它设计得美观些。应追求丰富多彩、图文并茂、

生动活泼。现今的许多报纸在版面设计上追求大块化，虽简洁有力，但略感粗糙。县市报纸的

副刊应区别于大报或别的版面，突出地方特色，应小巧、精致，让读者在游览文章内容时得到

美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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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DC刊载文章仅为学习研究，转载CDDC原创文章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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