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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岭“6.13”槽罐车爆炸事故新闻报道分析

创优实践

摘要：做好突发事件报道，记者除了要有

敏锐的新闻敏感和丰富的专业知识外，尤其要

增加“脚力、眼力、脑力、笔力”，用脚奋力行

走，用眼悉心观察，用脑深入思考，用笔真情

书写。只有站到了新闻现场，才能敏锐发现、

判断、确定出最有价值的报道角度。

关键词：突发事件 报道出彩 增强“四力”

突发事件一般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

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急需采取应急处置措施

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

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它具有较高的新闻价值，

是媒体争先恐后要报道的事件。可以说，突发

事件报道对媒体、对每位记者来说都是一种挑

战，是素质与能力的考验。

如何在报道突发事件中发力出彩，记者，

尤其是电视新闻记者，最重要的是要认真践行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对宣

传文化队伍提出的“四力”，即脚力、眼力、脑

力、笔力要求。《分秒必争的 24 小时：沈海高

速温岭段槽罐车爆炸事故救援直击》 获得2020

年度浙江新闻奖新闻专题一等奖；媒体短视频

现场新闻作品——《微视频丨彻夜救援 台州无

眠》也荣获2020年度浙江新闻奖新媒类短视频

现场新闻一等奖。笔者作为主创人员之一，深

知这一作品是践行“四力”的较好典型。如何

练好脚力、眼力、脑力、笔力， 让突发事件报

道出彩？笔者以温岭“6.13”槽罐车爆炸事故

为例，浅谈几点思考。

一、快速抵达现场 真实完整记录救援情况

不跑现场，就做不出鲜活的新闻。只有

“快跑”，才有可能在激烈竞争的新闻环境中跑

得一席之地，彰显“我在现场”的力量。

2020 年 6 月 13 日 16 时 40 分左右，G15 沈

海高速温岭段良山村附近一辆槽罐车爆炸冲出

高速公路，共造成 20 人死亡，172 人住院治

疗，直接经济损失 9477.815 万元。这是一起国

务院安委会挂牌督办的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槽罐车事故发生后，台州市广播电视台融

媒体新闻中心启动突发事件报道应急机制。凭

着职业的敏感，笔者第一时间受命赶赴现场采

访。晚上 6 点左右，我和同事高鲜朝抵达距离

核心事故点三四公里外的地方，由于大量的救

援人员赶来增援，当地政府设置了三四道警戒

线，防止闲杂人员进入，每道关卡都有“重兵”

把守。凭借多年采访经验和掌握了丰富的人脉

资源，我立即对接温岭相关部门人员。20 分钟

后，我们终于成功徒步进入核心救援点。

记者只有站到了新闻现场，才能敏锐发现、

判断、确定出最有价值的报道角度。如何“控

制”报道现场，难度不小。当时，呈现在我眼

前的爆炸后的现场十分惨烈，槽罐车车体在爆

炸后发生了解体，卡车车身部分残骸飞向了匝

道内侧的绿化带，匝道右侧部分近20米护栏从

车道炸飞，槽罐罐体则被炸飞到距爆炸点距离

约 300 米处。距离槽罐车爆炸现场一公里之外

的一处厂房，爆炸引起的冲击波将玻璃震碎，

卷帘门全部变形。附近民房也有多处坍塌，多

人被埋压。

根据现场情况，我和同事分四组全程记录，

有彻夜在事故现场拍摄搜救的，有跟拍省市领

导指挥救援的，有赶赴医院了解救治情况的。

我们通宵达旦尽可能进行详尽的拍摄和采访，

获得了最真实的一手资料，为后续制作奠定了

坚实基础。

第二天上午，新闻中心根据前方汇总的信

息，一方面增派人手继续采摄白天的救援和善

后事宜，另一方面也决定紧急制作“救援直击”

新闻专题。为在最短时间内赶制出11分多钟的

新闻专题，后方策划团队制定了多部门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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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优实践

多工种接力、分时段剪辑的制作方案，最后终

于如期制作完成这条关注度高、时效性强的新

闻专题，于当晚播出。

二、拓展“深度” 选细节讲故事

进入融媒体时代，要想在众多报道中崭露

头角，高人一筹，就要不断拓宽新闻的深度和

广度，选好细节，讲好故事。这对突发事件报

道也尤为重要。

只要善于从突发事件中精心选取生动的细

节，再经过恰当的运用，就可以使新闻作品增

加可看性和感染力。细节捕捉其实是一种功夫。

这种功夫是靠日积月累培养出来的。细节对于

新闻作品非常重要而且很有意义。记者在采访

时如何才能捕捉到生动感人、典型具体的细

节呢？

在温岭槽罐车爆炸事故中，我在报道各方

力量快速救援的同时，就十分留心对增加新闻

的可信性、表现力和感染力细节的捕捉。在繁

杂的救援现场，我勤跑、勤问、勤看、勤记，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终于在一处损毁严重

的民房救援现场，捕捉住了一个动人细节。晚

上 7 点左右，搜救队员不顾自身危险穿梭于废

墟内，发现了一名60多岁的阿婆埋压在一处倒

坍的民房内。由于深埋在残垣断壁下，随时有

生命危险，救援人员就合力搬走一块一块水泥

墙，徒手足足挖了一个小时后，终于把这名阿

婆救出。此时，我们的拍摄一直没有停机，全

程记录下救援的整个过程，并成功抓拍到救援

人员不断鼓励阿婆活下去的话。

【现场】 救援人员：

不要急，不要急，慢点。

救援人员的一个手势、一个眼神、一个细微

的动作，都很好得展现出各方力量与时间赛跑生

死大营救的动人情景。徒手刨、救援人员不断鼓

励被埋人员的每一句话，我们不断放大这些感人

肺腑的细节，对深化主题、增强作品的生命力、

感染力、真实性和思想性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我们在把镜头对准专业救助力量外，还详

细讲述了普通村民开展自助的细节，良山村村

民卢先生就是其中一位。当时我们从无意中的

闲聊得知，事发之际，他正好在损毁最重要的

厂区干活。庆幸的是他除了轻微擦伤外，并没

有大碍。天性善良的他看到周边众多工友被埋，

便不顾自身危险，一口气救出3名工友。“细微

之处见精神”，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灾害，卢先

生跟专业救援人员一起，共同奋战，与死神赛

跑，用自己的肩膀为被困人员撑起一片生命的

空间。这些感人的细节使得报道更加动人出彩。

三、大小屏联动 让新闻报道更出彩

当下，新媒体的蓬勃发展使得媒体间的竞

争日益增强，但万变不离其宗，“内容为王”依

然是媒体生存的生命之源。我们在采访温岭

“6.13”槽罐车爆炸事故时，掌握第一手资料，

建立第一时间发布机制，在传播中抢得了先机；

并同步组建高效率后方指挥部，建立畅通的网

络传稿通道，全程关注事件进展，根据事情的

发展态势，大小屏联动。根据实际策划全面展

开工作，多角度采写，在最短时间内赶制出播

出成品。我和同事们多部门联动、多工种接力、

分时段剪辑，通宵赶制，最终在第二天上午新

闻发布会结束后不久就发布了 3 分钟的原创短

视频现场新闻。短视频时间线清晰、画面翔实，

多段现场声串联起救援场景，同时充分运用字

幕、音效等多种元素完整再现救援过程。节目

制作精良，颇具冲击力，完整再现了惊心动魄、

争分夺秒的救援过程。

经过大家的通力合作，原创短视频现场新

闻运用全媒体手段多渠道播发，向受众传递第

一手新闻信息。短视频推出以后，迅速成为互

联网关注的热点。短短几个小时，点击率就突

破 30 万+。多段视频被多家新媒体平台转发，

央视、浙江卫视也跟进报道，积极抢占新媒体

舆论场的话语主导权。

四、结语

突发事件不仅是各大媒体报道的重要内容，

也是媒体之间最具竞争力的利器。这就要求新闻

记者在报道的角度与内容的选择上，要有更精准

的判断和更宽阔的视野，这样才能让报道出彩。

信息爆炸时代，媒体在面对突发事件时更

需准确快速联动，与百姓获取信息需求相适应。

同时，作为党的舆论喉舌，要始终为时代呐喊，

为发展鼓劲，为稳定助力，为构建和谐社会积

极营造健康向上的舆论环境。

（单位单位：台州市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