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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逼上”新闻路 “闯进”报社门  

我是被“逼上”新闻之路的，是靠勇气“闯进”报社大门的。  

1989年，我在南京军区某部服役时，部队领导见我文字写得通顺，便安排我搞新闻报道。当

时，我对新闻还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于是，我硬着头皮，拿起《新闻写作基础知

识》、《新闻写作入门》、《新闻写作学步》等有关新闻业务方面的书籍啃起来。新闻，在我

脑海里这才有了一个轮廓。于是，我开始试着写新闻了。  

1990年1月29日（农历庚午年正月初三），我部50多名官兵到驻地城市开展学雷锋做好事活

动。这是我接受新闻报道任务后发现的第一件可以报道的事。我请缨参加了这次活动。为了确

保新闻的时效性，我不顾白天的疲倦，连夜赶写稿件。写了撕，撕了写，直到凌晨2时许自己

满意时才搁笔。2月8日，我的新闻处女作在江西《鹰潭报》“新闻特写”栏目中加花边发表

了。处女作不仅教我认识了新闻特写，而且给了我巨大的动力。于是，我一发不可收。我不停

地看书，学习新闻知识，充实新闻头脑；我不停地看报，看别人是怎么写的，学习新闻写作套

路；我不停地写稿，各种新闻文体都试着写。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年下来，我学会了动态消

息、经验消息、综合消息、人物消息和新闻特写及小故事等新闻文体的写作。  

1991年，我被调到了部队政治部宣传科，专门从事新闻报道工作。我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于

是，在参加人民日报社举办的新闻函授学习的同时，还在鹰潭报社实习了几个月。两个春秋过

去了，我又学会了人物通讯、事件通讯、工作通讯、风貌通讯的写作及新闻摄影。  

1992年底，湖南常德日报社面向社会公开招考记者、编辑，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应考，想不到

笔试、面试、作品评议、政审这四关都通过了，成为几百名应考者中的10名幸运者之一。 p我

没有陶醉，虚心向同行学习，刻苦钻研新闻业务，新闻采写水平提高较快。进入常德日报社以

来，在总编室、政文部、经济周刊部当过记者或编辑，无论在哪个岗位，我都尽心尽责地工

作。  

一份耕耘 一份收获 

从新闻学步到当记者、编辑的10多年时间里，我发表了100多万字的新闻报道和新闻评论。我

撰写的新闻报道和新闻评论中，有100多篇被新华社、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

报、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农民日报、法制日报、检察日报、人民网、新华网、中国网等中

央级新闻媒体采用；有《摸坨排序当组长 轮流坐庄真荒唐》、《吃谷的秤》、《汪洋中的救

命船》等新闻报道获省级以上奖励。《人民网》还为我建立了新闻评论专辑（到目前为止，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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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在人民网观点频道发表时评文章32篇）。  

1994年以来，我共撰写新闻业务论文100多篇，其中《关于体验式报道的理性思考》在中国科

学社会主义学会精神文明建设专业委员会举办的中国当代社会科学论文评奖中荣获一等奖。  

进入常德日报社以来，编辑新闻、言论、理论稿300多万字。我负责编辑过的时事新闻、综合

新闻、国际副刊、中流砥柱（党建方面）、经济广场、思考与决策（言论、理论方面）等专

版，赢得了读者和同事的好评。我制作的标题有3件获奖：“阴阳界上严把关 老人死去又活

来”获第五届中国时事报道好标题三等奖；“乍看，拳头大小四个字 细瞧，密密麻麻千首诗

（主题） 微书大王新作巧夺天工（副题）”获第七届中国时事报道好标题二等奖；“‘法

轮’滚到华盛顿 州长表示不欢迎”，在1999年度湖南省地州市报及湖南省报纸系统好新闻评

选中均获得好标题奖，在第十一届中国时事报道评选中荣获标题类一等奖。  

因为新闻报道成绩突出还获得了不少荣誉。在部队从事新闻报道期间，曾被南京军区后勤部政

治部评为对台宣传优秀特约通讯员；被南京军区某部政治部评为新闻报道三等奖、二等奖、一

等奖各一次。在常德日报社工作以来，连续4次被新华社评为优秀特约通讯员，被常德日报社

评为首届“十佳报人”。  

与这些微不足道的成绩和这些受之有愧的荣誉相比，我觉得自己从事新闻工作的最大收获莫过

于：促进了学习，提高了素质。我感到最惬意和最满足的是：能用手中的笔来干预社会生活，

来为人民群众鼓与呼。  

不断学习 既专又杂 

在知识爆炸的当今时代，我认为记者、编辑要不断学习：不断学习新闻业务，从而使自己成为

采编专家；不断学习其它方面的知识，从而使自己成为杂家。不然，是当不好记者、编辑

的。  

要不断学习新闻理论。新闻这门社会科学，像其它的社会科学一样是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在学

习新闻业务的过程中，不能死啃书本，要结合新闻实践研究新问题。这有利于提高自己的新闻

业务水平。近几年来，我坚持不断学习新闻理论，并运用新闻理论指导新闻实践，又从新闻实

践中总结经验，通过撰写业务论文使经验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又反过来指导新闻实践。  

要不断学习政治理论。只有这样，记者、编辑才能时刻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从而保证新闻报

道和新闻评论不失误；只有这样，记者、编辑撰写的报道和评论才会有深度，从而增强报道和

评论的可读性。学习政治理论，就是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及江泽民“三个

代表”的思想；就是要学习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的宪法、法律、法规；就是要

学习时事政治。  

要不断学习艺术语言。新闻是写给群众看的。新闻写得干巴巴、材料化，群众是不爱看的。要

使群众爱看，还要使新闻的语言生动。要使语言生动，就要多运用艺术语言，也就是要善于运

用各种修辞。  

要不断学习经济、法律、历史、地理、天文、生物等诸方面的知识。记者的接触面涉及社会七

十二行。如果不博学，在采访或编稿时就难免抓不住重点，就难免说外行话，就难免口罗嗦。 

（作者系湖南省常德日报社记者、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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