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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国新闻奖精品赏析》 （二）一书，收入了１７—２２届 “中国新闻奖”
获奖作品共５１篇，“赏析”文章共７８篇，相关文章共１１篇，总计１４０篇。
目的在于借以丰富我们的新闻写作基础理论知识，帮助记者 （通讯员）、编
辑及广大新闻写作爱好者提高新闻采写技能，以便写出更多的新闻精品来奉
献给受众，从而增强新闻的传播效果。

本书将获奖作品及 “赏析”文章按体裁分为消息、通讯、评论、综合
“赏析”共四大部分：消息部分共３９篇；通讯部分共３７篇；评论部分共３５
篇；综合 “赏析”部分共１８篇；附录与采访写作，新闻工作者修养有关的
文章共１１篇。按其发表时间由近及远，先原文，后 “赏析”文章进行排列。

书中的作品及 “赏析”文章，曾先后在全国十多家新闻传播核心期刊上
发表过，并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现应读者的要求结集成册出版。由于书中
的原文是从 “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中挑选出来的，加之 “赏析”文章是联
系当时新闻采写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对应获奖作品的特点进行 “赏析”所
写，故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指导性、权威性及示范、可学、管用的作用。阅
读本书，读者除可以看到５１篇新闻精品外，还可以从７８篇 “赏析”文章中
领略到这些新闻精品成功的 “诀窍”，如新闻采访中怎样发现新闻，怎样认
识新闻精品，新闻精品的基本特征及生成规律，时政新闻、非事件性新闻、
灾害新闻、成就新闻、社会新闻、问题性新闻、评介性稿件、新闻特写、深
度报道是怎样采写的，怎样避免新闻同质化，等等。因此，本书是培训记者
（通讯员）、编辑的辅助教材，是从事新闻教学与科研人员的重要参考书，也
是新闻院校学生和广大新闻写作爱好者的良师益友，愿大家喜欢它。

这些获奖作品及 “赏析”文章，由于曾先后在 《新闻与写作》、《新闻爱
好者》、《当代传播》等新闻传播核心期刊上发表过，因此，本书的集成，也
包含有这些刊物编辑的辛勤劳动。在这里，我要特向他们及刊物的出版者、
原文的作者，致以衷心的谢意。由于本书是编著者７年陆续写出的 “赏析”
文章集成的，书中诸文的体裁有异，题材不同，写作时间有先有后，撰写时
为了说明问题和讲清道理，有的论点、看法、个别事例及引文难免有相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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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为了保持稿件因岁月留下的印记，现在结集出版时，不再进行修改，请
读者见谅，并提出宝贵意见及赐教。

编著者

２０１２年冬于北京高校望京花园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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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动态消息写作概要

它是对新近发生的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进行的迅速及时的报道，是最常
用的消息品种之一。会议消息、预告消息一般都被看作是动态消息。动态消
息又可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对新近发生的单独事件所进行的全过程的报
道，也称 “完成式报道”，西方新闻界称之为 “纯新闻”；另一类是对处于变
动中的具有一定连续性的事件的报道，也称 “进行式报道”或 “连续报道”；
再一类是对即将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即 “预告性新闻”。

动态消息以变动着的事物为报道对象，具有事物的发生和发展变化进程
的动态。它最鲜明、最集中地体现了新闻的特征与优势，写作起来更强调时
效性。新闻报道要及时迅速，但动态消息在报道时间上应该是 “尖兵”，无
论在采访、写作、传播还是编辑、印发上，都应争分夺秒，使读者看到的动
态消息大部分是刚刚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情，消息导语中出现的时间绝大多
数不是上月、上周，而应是昨日乃至今天。

动态消息的篇幅应短小、精悍，简明扼要，一般三五百字，而要做到这
一点，最好主题集中，一事一报。新闻最忌 “大而全”和 “包罗万象”，动
态新闻更是如此。它要求抓住一件事、一个侧面来写。通过描写，抓住事物
一两个有代表性的特征，把复杂、抽象的事物简单明了、生动形象地表述出
来。报一件事也不求面面俱到，而要选择其新闻价值最高的部分；必要的背
景和议论要有，但要言简意赅，切忌冗长，应具备新闻的 “五要素”。

动态消息要精选材料，巧择角度。有些同志认为，动态消息篇幅短小，
几百个字还不是手到擒来。这是误解。其实，消息的篇幅从长到短，材料丛
杂至精，不是简化，而是净化，不是单纯求量少，而是求质精。

动态消息的导语要开门见山，切忌套话。导语开头就要接触事实，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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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使动态消息简洁明快的一个关键。直叙其事，舍弃细节。一般说来，动
态消息不要细节，也极少抒情、议论，只需提供 “干货”便可。不需波澜起
伏，枝节横生，一般采用一竿子捅到底的结构。

采写动态消息，要求记者善于抓动态，不仅能够从重大事件及活动中
抓，而且能透过一些小事发现有新闻价值的事实，还要善于从各种会议上获
得新闻；记者应掌握连续报道的手法，从多侧面、多角度报道新闻事件及新
闻人物的变化、发展，要搞连续报道，要有 “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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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９小时，王家岭见证生命奇迹
安　洋　刘鑫焱

　　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代表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张德江致电向
获救矿工表示亲切慰问，向所有参加救援的同志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希望同
志们再接再厉、争分夺秒，继续加大救援力度，全力以赴解救被困矿工

经过１７９个小时全力救援，截至凌晨１时１５分，王家岭煤矿透水事故
首批９名获救者被陆续抬出井口，送往位于河津市的山西铝厂职工医院。据
医务人员介绍，９名获救者意识清醒。

零时４０分，获悉４名矿工获救升井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
副总理张德江发来慰问电，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代表胡锦涛总书记、温家
宝总理，向获救矿工表示亲切慰问，向所有参加救援的同志们致以崇高的敬
意。希望同志们再接再厉、争分夺秒，继续加大救援力度，全力以赴解救被
困矿工。

以人为本，生命至上。华晋焦煤公司王家岭矿３月２８日发生透水事故
以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立即作出重要
指示，要求采取有力措施，调动一切力量和设备，千方百计抢救井下人员，
严防次生事故。受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委派，张德江副总理于事故发
生次日凌晨紧急赶到现场，指导抢救工作。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山西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主要
领导立即赶到现场指挥抢险救援，按照抽水救人、通风救人、科学救人的要
求，全力组织抢救。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社会各方力量迅速集结，全体救
援人员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精神，不抛弃，不放弃，奋战７天７夜，
成功救出首批９名被困矿工，创造了奇迹。

截至记者发稿时，救援工作仍在继续紧张进行。矿井深处还不断传来声
声敲击管道的生命之音。

（原载 《人民日报》２０１０年４月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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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
　　　　　ＪＩＮＧＰＩＮ　ＳＨＡＮＧＸＩ

率先抢占 “第一落点”而取胜

在第２１届 “中国新闻奖”的评选中，刊登在 《人民日报》２０１０年４月

５日一版上的消息 《１７９小时，王家岭见证生命奇迹》一文，荣获消息一等
奖。这篇消息在中央级平面媒体中，在第一时间，率先抢占 “第一落点”，

体现了党报在突发事件中的舆论引导力，得到了读者和新闻界的广泛好评。

从写作上来看，它有如下三点特色值得大家学习和借鉴。

一是时效快速惊人。众所周知，新闻如鲜果，过时稍久，则腐败而失其
味，不堪咀嚼，读者必弃之如履也。无数事实证明，新闻发生的时间与刊出
的时间距离愈短，则价值愈大，如果相隔较久，这已变成历史了。同一新
闻，其价值与发生及刊登相隔之时间为反比例。相隔之时间愈短，则新闻价
值愈大，愈长则愈小。因此在国外新闻界，“昨日”已成不祥之名词，记者
均忌用之。即 “今日”，亦嫌其笼统，多使用今早、今午、今晚、方才等字。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政治、外交、军事、文化信息的传播，时刻处在
激烈的竞争中，新闻更是如此。你的消息慢了就无法同别人竞争，别人把重
要消息传到世界各地去了。你再放 “马后炮”，哪还有什么价值呢？这篇消
息的取胜，无疑在率先抢占 “第一落点”上。据中国新闻奖参评材料介绍，

当日凌晨３０分，一版编辑组得知王家岭煤矿首批矿工成功升井后，马上与
本报前方记者核实新闻事实；同时根据电视直播、电话连线，抢在新华社前
编发了中央领导对获救矿工的慰问电，突破了人民日报刊发中央领导新闻必
须送审的惯例。在头条位置予以刊发，同时精选新闻图片，细致打磨稿件，

反复推敲标题，在第一时间，以极强的新闻时效，以大量的信息报道了受困
矿工获救的新闻。

二是读者意识占先。对于记者来说，在采访的时候，要设身处地站在读
者的立场上想想，最想了解什么问题，最想知道哪些情况，把这些打探清楚
了，写作的时候再把它表达明白，你就算完成了一个记者的任务。如何表
达？一个是行文时要尽量用读者关注点去结构新闻事实，这不仅能够牢牢抓
住读者的注意力、兴奋点，而且不至于使文章陷入流水账。再一个是能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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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语言的尽量不要用书面语言，因为口头语言的传播效果朴实，至少容易达
到街谈巷议的效果。这篇消息在这方面是做得比较好的。如文中写的：

△本报山西乡宁４月５日凌晨电 （记者安洋、刘鑫炎）经过１７９个小时
全力救援，截至凌晨１时１５分，王家岭煤矿透水事故首批９名获救者被陆
续抬出井口，送往位于河津市的山西铝厂职工医院。据医务人员介绍，９名
获救者意识清醒。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山西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主
要领导立即赶到现场指挥抢险救援，按照抽水救人、通风救人、科学救人的
要求，全力组织抢救。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社会各方力量迅速集结，全体
救援人员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精神，不抛弃，不放弃，奋战７天７
夜，成功救出首批９名被困矿工，创造了奇迹。

△以人为本，生命至上。华晋焦煤公司王家岭矿３月２８日发生透水事
故以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立即作出重
要指示，要求采取有力措施，调动一切力量和设备，千方百计抢救井下人
员，严防次生事故。受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委派，张德江副总理于事
故发生次日凌晨紧急赶到现场，指导抢救工作。

△截至记者发稿时，救援工作仍在继续紧张进行。矿井深处不断传来声
声敲击管道的生命之音。

上述内容，都是读者最想了解的和最想知道的。加上流畅的行文，强烈
的现场感，有细节，开篇与结尾蕴含了浓厚的人文关怀，让人读后无不激动
和感慨万千。

三是标题制作精良。新闻的灵魂，首先体现在标题上。一个好的标题，
首先要能吸引读者看下去。如果标题不能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即使内容再
好，再有新闻性，读者也不一定去关注，尤其是现在，人们生活节奏加快，
知识爆炸，信息量剧增，很少有人能耐着性子去读一篇他们一开始就不感兴
趣的文章或报道。那么怎样制作标题？就本文而言，这是一则数字式标题。
人们说话和写文章离不开数字，可谓无数字即无语言无文章。在制作标题
上，一提起数字，或许有人就会摇头感叹：这抽象枯燥的东西，使人感到累
赘、乏味。其实数字是神奇的，有时一个或几个数字，就可以代替一大篇的
道理，不仅比空洞议论更有说服力，甚至有奇特的感染力。北宋哲学家邵雍
写有一首诗：“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短短

２０个字中就有１０个别开生面的数字，为我们勾勒出一幅生动的画面。那
么，究竟什么样的数字必须写进标题呢？一般来说，一是以反映客观事物的
变化状态；二是数字成为新闻价值的主要体现者；三是用以说明最主要的新
闻事实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篇消息在标题上标出： “１７９小时”这个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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