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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一

大理历史悠久、文化灿烂，风光秀美、气候

宜人，生态良好、资源富集，这里生活着以白族

为代表的各族人民。同时，也养育了来自五湖四

海的优秀儿女，尚京云就是其中一位。

尚京云祖籍山东，任过教师，部队转业后

一直在大理从事新闻工作，把青春献给了新闻事

业，也献给了美丽的第二故乡大理。一直以来，

尚京云把“写有思想的新闻”作为其在新闻路上

的执著追求，始终保持着新闻记者的激情和本

色，敬业乐群，作风扎实，满腔热情地投入到新

闻宣传工作当中。从他大量的新闻作品中可以看

出其在新闻路上默默耕耘的步履，也印证了这一

写作思想结出的累累硕果。他说：“自己就像一

颗小小的螺丝钉，拧在了采写一线。”他走过的

新闻路不仅坚实有力，也充满着创造与惊喜。他

走遍了大理的山山水水、城镇村落、市井街巷，

深入挖掘素材，注重客观实际，用时代的慧眼洞

写有思想的新闻

序
言

梁志敏

《话说大理》编委会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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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用勤奋的笔触耕耘，在国家和省级媒体上发表作品千余篇，很多作品展现了

大理的亮点、体现了大理的特点，为大理赢得了良好的赞誉。

《话说大理》是作者的新闻佳作文集，选录了作者公开发表过的部分作品，

从新闻的角度宣传报道了大理的民风民情、人文历史、生态环境、旅游景观等众

多方面，真实地展示了尚京云在新闻实践和新闻研究方面的丰硕成果。同时，也

是一部让人走进大理、了解大理、熟悉大理的好书籍。在多数文章后面，尚京云

还写了业务“手记”，都是作者在常年新闻采写和编辑工作中的所思所感所悟。

应该说这些“手记”凝结了他更多的精力和心血，也保存和再现了作者的认识轨

迹。对于“手记”，他说：“自己是笨鸟，作为总结经验，可提高写作能力；另

外，也希望让其他人分享，哪怕少走些弯路也值得。”这话很实在也让人感动，

因为这反映了他真实的精神面貌和精神世界。书中的作品及其背后的故事，洋溢

着浓厚的时代气息，散发着清香的泥土芬芳。阅读之后，感到一股新风扑面而

来，感受到了时代跳动的脉搏，眼前回放着一个个精彩的镜头，重新领略着改革

时代众多风云人物的迷人风采。这些作品是对新闻工作的反映，也是对时代发展

的印证，更是作者心路历程的度量。

《话说大理》是尚京云同志在新闻路上的一次自我回顾，希望尚京云同志书

写出更多有思想的新闻，为推介大理、宣传大理作出新的贡献。

                                                                                2013年12月于大理

                                                              （作者系大理白族自治州州委书记）

序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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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二

尚京云同志是大理州新闻界的一位资深记

者、编辑，从事新闻工作长达30多年，岁月的历

练让人感动。这些天，翻阅着他《话说大理》的

书稿，看得出很多稿件是跑遍山乡村寨采访，一

些稿件是追踪多年写成。这些在一线发现、一线

采访、一线收获的新闻稿件见证了大理州的发展

和时代的进步，堪称“三贴近”的作品。

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是时代对

新闻工作者的要求，也是当今媒体生存、发展的

基础。坚持“三贴近”，就是要在新闻宣传中多

关注热点问题，多反映群众呼声，多报道基层内

容。这就要求记者必须树立源头意识，重视现场

采访，自觉深入现场捕捉感人细节，站在群众的

角度、生活的角度、实际的角度去看待新闻、

表现新闻。而不能一叶障目，“只见树木不见

森林”。

记得《百子全书》“孔子家语”中记载了这

做“三贴近”的实践者

序
言

王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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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一则故事：孔子的弟子子贡，看到颜回从先生用来祭祖的饭甑里抓饭吃，就把

“采访”到的细节“传播”到孔子那里。后来，孔子迂回“求证”，弄清事实真

相。原来，风吹灰尘于饭，颜回把有灰尘的饭“偷”吃了，留下干净的饭给先生

祭祖。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在新闻现场，很多“事实”稍纵即逝，采访时，除了

及时细看还要及时询问，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而不能像子贡那样草草瞟一眼就

下结论。因此，新闻工作者必须沉得下去，深得下去，才能写出优秀作品。新闻

界有一句行话叫做：“沉到海底去，采得珍珠来。” 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只

有在活生生的现实生活中才能抓到“活鱼”，抓到好典型，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

持“三贴近”原则，做“三贴近”的实践者。

另外，新闻工作者还要树立“四种意识”，即政治意识、服务意识、问题意

识和改革创新意识。对大是大非要有正确立场、鲜明观点、坚定态度，旗帜鲜明

地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坚持以人民群众为中心的新闻工作导向，讴歌正义，鞭挞

邪恶，乐人民之乐，忧人民之忧，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在新闻实践

中，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直面问题、研究问题、回答问题；深入推进体制

机制创新、内容形式创新，不断丰富生活内容，跟上生活变化的节奏，传递生活

变化的信息；杜绝空洞的“应景”文章，淘汰一般化的工作报道，努力做到使新

闻可读、可信、可用，这样才能聚集推动工作发展的正能量，充分发挥党报的喉

舌作用。

尚京云同志的稿件正是坚持了“三贴近”原则，树立了“四种意识”，才使

稿件朴实近人、鲜活有力，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话说大理》一书除收录了不

同体裁的新闻作品以外，还精选了部分业务研讨文章，对不同类型的新闻采写

进行广泛思考，对新闻角度的选择、新闻主题的确定、如何抓住新闻做深做透

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可谓经验之谈。从新闻角度看，它不仅是有意于从事

新闻工作人们的入门范本，也是与新闻同行共同探讨新闻采写与编辑工作的参

考书籍。

《话说大理》即将付梓，想必这本书会给广大读者以启迪和思考。希望大家

能从这本书中发现一些有用的东西，达到互相交流与借鉴的作用；也冀望有志于

新闻事业的同志把“三贴近”作为新闻工作者的努力方向和行为准则，努力成为

序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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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合格的新闻工作者，在新闻这块沃土上开出艳丽的花朵，在时代的大潮中闪

现出晶莹的浪花。    

　　　　　　　　　　　　　　　　　　            2014年1月·大理　　

（作者系大理白族自治州州委常委、州政府常务副州长）

序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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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手记”
写手记是从在《人民日报》发表作品开始

的，在国家级媒体发表作品后，先是激动，尔后

又感到能在省级、国家级媒体发表作品不容易，

值得思考回味，自己的感想、体会、经验也需要

总结一下，以期培养自己“拨云见日”的能力，

准确把握其中的规律。

在平时的采编过程中，总有一些见闻、感受

和思考，尤其在基层的采访中，有不少事情的背

后或者说在新闻的背后有些打动人、震撼人的故

事，有些素材用了，有些并不一定适合写进新闻

中，有些内容也没必要公开发表。但从另一个角

度看，它们反映的也是一种社会真实，是自己工

作生活或思想状况的另一种真实。另外，有些稿

子没能发表经过改写后又发表了，这里边的道理

在哪里，也想记录下来，以便今后写作时借鉴，

能发表更多的作品。于是，遇有价值的稿子发表

后，便总想将采写过程、思想感受或其中的故

事写下来，即便是有不同想法不同意见也能说几

句，权当是说给自己听，放松一下心情，整理一

关
于
『
手
记
』

——代前言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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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思绪，安顿好自己的情绪。

掐指算来，做新闻工作30多年，仅在部队时发表作品也有数百篇，上世纪90

年代初转业《大理日报》专业从事新闻工作，吃了大半辈子的新闻“饭”。此前

总认为，写新闻的套路不过如此，做一个记者、编辑绰绰有余。可随着新闻工作

岁月的增长，深感一个记者、编辑自身具有的才学是有限的，记者、编辑既需要

在某一领域是一个专家而又在不同领域是一个杂家，因为需要报道的新闻是无限

的，需要掌握的知识是无限的。当记者，不但要能写，还要会写。所谓会写，包

括了很多内容，要实现从了解信息、掌握事实到完成采访，从梳理素材、构思行

文、提炼主题到完成写作；当编辑，不但会写，还要能编。所谓能编，包括了更

多内容，要实现从了解信息、修改文章到确定上版面，从梳理结构、字斟句酌到

标题制作，从体裁的选定、栏目调整到版面语言和编辑思想的体现，都需要认真

思考，具有整体观念全局意识。就像一个烹饪大师，记者购置了很多种菜，编辑

需要洗净、切碎、配料、烹饪，才能向人们献上“色香味”俱全的美食佳肴。

其实，作为编辑对于重点稿件尤其要花大力气经营策划，往往一篇好的稿子

需要反复揣摩，细细打磨，有时要与作者反复沟通，提出修改意见；对有些有新

闻价值却没有写好的稿子，又觉得放弃了可惜，必须沙里淘金，动大手术，重新

制作标题，力求给稿子“磨光添彩”，使新闻价值得以闪现。每当看到经自己打

磨出的稿子上了版面，闪烁着耀眼的光彩时，自己就有一丝成就感。《青华乡实

行“村级无接待”行动》（第14届全国少数民族地州市好新闻二等奖）、《林权

证也能贷款了》（第25届云南新闻奖一等奖）、《弥渡水利工程大旱之年发挥大

作用》（第25届中国地市报新闻一等奖）、《“我们都叫‘喜耕山’”》（第12

届云南报业新闻一等奖、第24届中国地市报新闻二等奖），这些获得云南省、中

国地市报编辑一等奖、二等奖的作品均是用心经营策划的结果。可以说，乐为新

娘做嫁衣，甘当幕后英雄是编辑的常态，必须作为一种理想追求去实现它。

从总结的角度看，还有一些鲜活的素材由于没有及时抓住，新闻变成了旧

闻，在时间的河流里流走了，有些素材当时虽有好的想法却没有去实现，思路随

着时光的流逝或环境的变迁而沉淀变淡，这些灵感的火花也随之慢慢逝去，甚至

有些闪光点转瞬即逝，过后感到十分可惜。因此，“手记”便成了思想闪光点的

关
于
『
手
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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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放”。

由于多年既有做记者又有当编辑的经历，也锻炼了我善于研究和思考问题的

眼光，在采访和写作过程中总喜欢多问几个“为什么”，喜欢探讨现象背后的实

质性问题、新闻背后的新闻，继而把它写成言论或随笔之类的文章。有时也尝

试按照自己的想法表达对一些问题的研究或思考，从学术的角度写成论文。这

些经历与感受都以“手记”的形式表达出来，对于文章的成篇无疑起到了素材

收集作用。

记得十几年前采访优秀村官普发兴时，他的那句名言：“新时期的党支部

书记，靠站在田埂上指挥指挥不行，要手把手地教农民如何科学种田，群众才会

佩服你。”这句话我想了很久，把它记录下来。于是“站在天安门上看问题，站

在田埂上找感觉”便进入我的视野，从而拓宽了思路，对新闻写作的“大局意

识”、“三贴近”理念有了新的认识。随后，将这些新闻思考中闪现出的思想火

花加以整理，《“三贴近”里找大局，亲和力中显温情》、《“三贴近”：让农

村党建出彩》等论文的发表，也应归功于“手记”的作用。

说了那么多，归根结底是说做新闻工作应不断地充实自己。写手记就是不

断充实自己的一个学习过程。学问学问，既要学也要问，实践中的学习要从不断

的“问”和沟通中来获得知识，记者每天都会遇到不少发生的新闻，面对很多新

的东西，很多知识从采访中得来，从写作中获得，手记就是“学后”“问后”的

心得，写作的体会。有些内容虽显粗糙，思想性、针对性并不强，或所思所想

游离于主题，但以这种笔法作为一种对问题的思考与研究，权当是新闻报道的

“副产品”。

说归说，勇于实践才能提高自己。“手记”不过是自己的体会而已，带有自

己的主观印记，不一定适合别人。再者，其中的观点也是自己的想法，偏颇之词

在所难免，仅供参考，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吧！

　　　　　　　　　　　　　　　　　　　　　　　　　　  尚京云　

2013年12月　

关
于
『
手
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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