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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时政新闻与其它类型的新闻报道相比具有独特之处。它直接报道国际国内政治

形势及党和政府的重大决策，人民群众在政治生活中的活动等等，所以具有极其鲜明的政治

色彩，具有一定的时效性和政策性，内容上具有严格的规范性等特点。这些特点必然对新闻

记者有了最基本的要求，要求新闻记者必须有正确的舆论导向和透视能力，必须有广阔的知

识面和较强的业务素质，必须有强烈的新闻感知和判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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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政新闻是新闻报道中最为重要的题材类别之一。它承载了大量的政策信息或与政策相

关的信息，所以受到观众或听众的普遍关注。多次的传媒调查统计均表明，时政新闻名列我

国各类受众最关注的新闻之首，无论是报纸还是广播电视，或是新闻网站，首先被强调的一

般都是时事政治新闻。这说明时政新闻与其它类型的新闻报道相比具有独特之处。  

  时政新闻是直接报道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党和政府的重大决策、人民群众在政治生活

中的活动等等，所以具有极其鲜明的政治色彩，具有一定的时效性和政策性，内容上具有严

格的规范性等特点。这些特点必然对新闻记者有了最基本的要求：要求他们应具有较高的素

质修养，知道哪些问题值得报道，哪些问题不值得报道，以何种方式报道。对一个记者来说，

能否写好时政新闻，既是自身知识功底的体现，也是其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的体现。笔者认

为：时政新闻的特点对新闻记者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基本要求：  

  一、要求新闻记者必须有正确的舆论导向和透视能力  

  1996 年 9月 26 日，江泽民等军委领导视察《人民日报》时说：“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

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这就是要求新闻记者要有明确的政治方向、坚

定的政治立场和判断是非的能力。因为我国的大众传播媒介既是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也是

人民群众的耳目喉舌，它承担着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宣传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成就、反映人民群众意愿等任务。所以新闻记者在自己的工作中必须使自己的新闻

报道符合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符合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须牢牢掌握好正确的舆论导向。  

  在牢牢掌握好正确的舆论导向的同时，新闻记者还应走出“时政新闻读者少”的误区。

长期以来，一些新闻记者认为，读者很少看时政新闻，所以在报道的时候不大用心去做。其

实不然。读者只是不喜欢在表达方式上有很强宣传味、说教味的时政新闻。因此，新闻记者

要尽量采用接近读者的表达方式。有些论者认为，“记者可以倾注主观的思想感情”“在平

实的前提下争取生动、怪异、滑稽”，[1]但笔者认为，时政新闻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和权

威性，因此，时政记者必须采用严肃、平实的语言报道，将宣传融入到新闻报道之中。当然，

也可以采取各种报道手法增加新闻的易读性，让老百姓爱听、爱看，并且一看就懂，看了觉

得这是时政新闻，是党和国家的真实事情。绝不能做的象娱乐新闻那样，如果那样，就从根

本上背离了时政新闻的报道原则。   

  时政记者不仅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还要具有发现新闻的透视能力。透视能力就是要

从一个事件中发掘出它的深层次内涵，看到新闻背后的新闻。这往往体现在深度报道上，而

这也是新闻记者的素质的体现。  

  在深度报道中，时政记者必须抓住关键性环节，并以重要的细节作为支撑，采访要深入，

观察要细致。如会议报道，对于受众而言，他们所关心的不是会议程序与会人员，而是会议

对于他们有何意义价值，这些才是记者要挖掘的重点内容，它们往往深藏在会议过程中，或



者是某位领导的一段话甚至一句话，或者是会上决议的某项措施上。作为记者，应花大力气

把这些具有新闻价值的内容从会议过程或者结果中挖掘出来，呈现在受众面前。值得一提的

是，深度并不能以篇幅长短为衡量标准，几百字同样也可以写的有深度，所以时政记者应具

有较强的透视能力，能选择适当的、精巧的角度，由细节入手，一针见血，报道出具有深度

的新闻。 

二、要求新闻记者必须有广阔的知识面和较强的业务素质  

  常言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记者的“武器”取决于理论知识素养和业务素质。

时政记者更应该如此。时政不光要做一个专家，还应该是一个杂家。  

  时政新闻采写范围、涉及对象各个层次都有，从自然现象到社会事件、从生产建设到群

众生活、从政治领导人到普通百姓、从中国到外国、从当前到过去，方方面面、各行各业，

都需要记者去接触、去了解、去观察、去体验、去报道。如果知识贫乏，连采访对象的基本

情况都不懂，对方心理上就轻视记者，对记者产生抵触情绪，就会削弱与记者交谈的兴趣与

热情。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及社会生活的发展，时政新闻已与人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要使报

道的内容贴近民众，这就需要记者知识广阔。除了专业知识，还应了解历史、哲学、经济、

数学、心理学、社会学以及国际知识等等，这样记者就可以迅速有效地同相关采访对象交谈，

才能写出具有高水准的作品来。否则，别说挖掘有价值的新闻，连同采访对象顺畅地谈上几

分钟也难以维系。如果一个时政记者没有这些相关知识，那么所写的稿子也就成为“无米之

炊，无源之水”。[2]  

  另外，时政记者应掌握驾驶、摄像、摄影、电脑、外语等知识技能，因为时政新闻中常

有突发性事件产生。对突发性事件的采访报道需要更多的技能。突发性新闻的发生，使这些

技能对记者的采写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会使记者能保持清醒的大脑，忙而不乱，凭借经验

的积累临场发挥，采到有价值的新闻。有些读者在看报的时候，对图片很感兴趣，就要求记

者努力抓拍有价值、有意义的瞬间，让报纸版面呈现更多的可视镜头。比如，中央电视台著

名记者水均益在《高端访问》栏目中，以出色的英语能力与各国领导人交流，获得了大量重

要的信息，不仅为他自己，为中央电视台，更为中国赢得了荣誉。  

  作为一个时政记者，如果没有多方面的知识技能，无论热情有多高，干劲有多大，也是

无法胜任这项工作的。而谁掌握的多，运用的好，谁就能在日趋激烈的新闻竞争中立于不败

之地。  

  三、要求时政新闻记者具有强烈的新闻感知和判断能力  

  新闻感知和判断能力即“新闻工作者及时识别新闻价值的能力，也就是指新闻工作者的

感官对新闻人物、新闻事件、新闻事实所蕴涵的新闻价值的敏锐感知能力”。[3]在西方新闻

界，被称为“新闻鼻”，“新闻眼”。  

  时政记者怎样及时敏锐地感知判别新闻，是写好时政新闻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其中

最重要的是善于观察，善于寻找并发现有价值有意义的新闻。  

  新闻敏感从何而来呢？可以来看一个案例，《人民日报》1996年 2 月 29日的一则关于

《国务院宣布“两会”实行“五不”》的稿件，内容中提到了开好“两会”实行的“五不”，即“一、

国务院各部委主要负责同志在会议期间一般不外出，随时准备听取代表的意见，回答代表的

询问；二、会议期间各部委不召开有人大代表参加的专业会议，不进行会外活动；三、各部

委不参加代表团或人大代表的宴请；四、未经大会许可，不向会议印发文件、材料；五、不

向代表团赠送礼品，不接受代表团馈赠。”这是关于 1996年 2月份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秘

书处会议的新闻稿，作者在会上听到国务院负责同志宣布“两会”期间实行“五不”的决定时，

“顿时眼睛一亮，意识到这是以往历届会议未曾有过的新举措，是一则具有实质性信息的新

闻”。[4]随后记者挖掘出这条新闻背后所蕴含的深意，在该新闻后配发了一则短评《“五不”

清风赞》，阐述了我党和政府廉洁、自律之风，增强了新闻的舆论引导力和影响力。次日，



在《人民日报》出版后，社会上反响强烈，多家报纸先后转载。当年，这篇报道与评论一并

被评为《人民日报》一等奖和全国人大好新闻奖。由这个稿件我们可以看到，时政记者的“新

闻鼻”，“新闻眼”至关重要，两会中的内容很多，但是记者通过自己的细心观察和判断，发

现了这次的“两会”与往年“两会”中的不同之处，抓到了最有新闻价值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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