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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市晚报灾难报道的原则路径 

 
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里氏8.0级地震。举世震惊、举国伤恸。面对如此强烈的灾难，同时面对读者了

解灾情、渴望奇迹的阅读心理，震区之外的地市晚报怎样为受众提供既有全局视角，又有本地特色的新闻？ 
根据自己实际选择策划切入点，以“不失位、不缺位”为原则，亮出自己的拿手戏。 
因为诸多因素制约，震区外的地方晚报不可能对灾难现场进行全方位报道。解决问题的传统办法有两条，一

是用通讯社通稿，一是避实就虚，以弥补乃至掩饰第一手材料的匮乏。 
面对突如其来的灾情，《湘潭晚报》编委会决定以“不失位、不缺位”为原则，从整合新闻资源入手，刊发

灾情报道的同时刊发深度报道、预测性报道和评论，深化并拓展报道思路，塑造新闻事件立体形态。我们依据动

态信息和其他媒体信息，增强解释性报道、预测性报道和评论，挖掘细节素材和更深入的新闻事实，提供对新闻

事件相关环境因素和历史背景的分析，延伸事件的过程感和意义的纵深感。 
迅速策划新闻专题，在“快”字上做文章。 
5月12日中午，四川省汶川县发生强烈地震时，湘潭也有明显震感，第一时间内即可初步判断湖南省附近可能

发生了地震。很快，网上传来四川地震的快讯。《湘潭晚报》记者于是火速赶到湘潭市科技局地震办，向权威部

门核实情况。得到确切消息后，5月13日便在头版头条刊发《四川地震 潭城摇晃》的消息，并配发都江堰市灾后

大幅图片，及时向市民解释了湘潭出现的震感来自何方，出于何因。同时，我们打破常规，果断开辟“大地震、

大救援”专题，综合新华社及其他相关网络媒体的消息，较快地将党和国家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等人对灾情的

及时决策辟出专题刊出。 
及时筹备抗震专版，在“全”字上做文章。 
随着灾情进一步加剧，《湘潭晚报》编委会5月14日再次决定，暂停原有服务类周刊，举全体人员之力办好抗

震专版，推出“心系灾区、情涌莲城”和“大地震、大救援”两个专题，一方面全方位报道湘潭市各条战线为灾

区献爱心的感人故事，另一方面全景式记录抗震一线那些战斗的日日夜夜。“生者的告白”“瞬间，就是永恒”

等专题，从不同侧面折射出全国人民与灾区同胞同呼吸共命运的民族大义。 
适时推出救灾特刊，在“深”字上做文章。 
5月18日，全国哀悼日前夕，《湘潭晚报》在抗震专版基础上编辑抗震特刊。同时取消彩色印刷，取消所有商

业广告，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向灾区遇难同胞致哀。随后几天里，《同胞遇难举国同哀》《烛光中，为遇难同胞默

哀》一系列特刊，对灾区、灾情及相关救灾工作进行了深层次报道。将读者的心与灾区现场拉得更近，让读者对

灾区人民的情感更深。其中，我们还编辑了评论专版，较好提升了报纸权威性和新闻的厚重感。  
结合发展定位选择报道侧重点，以“本地人、灾区事”为路径，展示自己的“土特产”。 
我们意识到，与大报采写的人与事相比，本地与灾区有关联的人和事可能更能吸引当地读者眼球。加大贴近

性，奉献“土特产”成为《湘潭晚报》在这次抗震报道中取得最大的收获。 
发挥电话连线的作用，将湘潭人纳入到“四川体系”。抗震救灾报道启动以来，我们变被动为主动，通过电

话连线与在四川灾区的湘潭籍人士取得联系，最大可能缩短湘潭读者与灾区群众的距离。灾情发生后，我们立即

与市旅游部门取得联系，电话采访了停留在九寨沟、都江堰等地的湘潭旅客，第一时间刊发《湘潭旅客在川平

安》等一系列稿件，替他们向亲人们报了平安。在采访报道中，我们注意尽量避免对灾情的过度渲染，而是客观

记录湘潭人民与灾区人民休戚与共的心情。 
扩大通讯员覆盖面，将灾区事回收到“湘潭视野”。在与前方湘潭人保持连线的同时，及时开辟了“第二战

场”，通过进川通讯员的视角，对救灾工作进行了更大范围覆盖。得知湘潭有单位开始进川实施对口支援的消息

后，我们先后与志愿者、卫生防疫、公安消防、电力电信等部门的通讯员取得联系，对他们的行踪进行“跟

踪”，每天都会有来自震区的一手资料传回编辑部。在此基础上，我们编发了《湘潭人上传网络第一段汶川地震

视频》《穿梭在震区的湘潭救护车》《湘潭突击队在震区》等近百篇稿件，为读者呈现出一个真实而全面的救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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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 
构筑编读互动平台，彰显湘潭人与灾区人“一家亲”。 
在这次抗震报道中，读者的参与也为我们能够全面快速反应贡献了力量。一位唐山地震的幸存者主动打来电

话，表达她对遇难同胞的悲痛。特别让人欣慰的是，在湘潭开出租车的四川绵阳籍“的哥”，成为编读互动的最

佳平台。在灾难面前， 《湘潭晚报》 紧紧依靠读者， 服务读者， 编读之间的交流达到最理想状态。 
围绕读者的情感需求中心，以“心相印、手相牵”为主题，体现媒体的人本精神。 
灾难报道不仅要报道灾难本身，还要在媒体应具备的人本精神方面进行拓展，挖掘新闻事实的社会内涵，力

求揭示出隐含其中的生命意义和生活意义。 
坚决不以抗震报道为由炒作苦难。 
报道灾难新闻不能仅限于直面悲剧，还要发现灾难的原因，由此引发思考，发掘灾难中人性的光辉及良好的

社会风尚等。媒体要在第一时间公布公众关心的突发性灾难新闻，但能否在突发性灾难新闻中发出最快也最能打

动人的新闻，并对公众进行正确引导是对媒体实力的一大考验。 
坚持以媒体的人本精神关注生命。 
传媒影响力来源于新闻报道真正能够以人为本，关注人，尊重人。《湘潭晚报》对图片严格把关，将选稿重

点放在能够感动人、震撼人的救援现场、人情故事等场景上。无论是谭千秋妻子的哭泣，还是“灾区孤儿的警察

奶妈”……刊发的每一张图片，都较好地用镜头语言展现出人性的光辉。在新闻报道中注入人文关怀，是媒体拉

近与大众距离的有效手段之一，是媒体赢得公众的信任与支持，从而打开销路、增加盈利的关键所在。 
担当主流媒体的责任，把爱献给震区人民。 
作为本土主流媒体，地市晚报有义务担当起见证爱、传播爱、弘扬爱的责任。灾情发生后，除开辟专版报道

单位和个人踊跃捐款、捐物，奉献爱心的消息外，重点关注了川籍湘潭“的哥”这一特殊群体。经过编委会精心

策划，将四川“的哥”震后的生活问题、子女就学问题等率先提上版面，旗帜鲜明地喊出“四川‘的哥’，湘潭

就是你们的家”。与此同时，组织记者深入来潭“的哥”家属的生活，实地解读他们的困惑。（作者是湖南《湘

潭晚报》副总编） 
 
 
 
（纸媒文本见《中国记者》2008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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