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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6000 多字的胡兆富事迹长文 《深藏功名 60

年》。这篇报道运用第一人称，以人物口述的方

式呈现，是对这个典型挖掘的又一次突破。

人物口述还原故事的现场。在孟良崮战役

中，指导员牺牲前把文件包交给胡兆富，有这

样的描述：“敌人已经把我围住了，他们站在山

坡上方，可能还看到了挂在我身上的文件包

……天有点黑了。我赶紧趴在地上，爬到山坡

前方那条河的岸边，不顾一切跳了进去。河水

有些冷，水流也很急，我顾不了那么多了，背

着文件包拼命往前游。游得太急、太快，我的

力气很快就要耗光了。最后我是被湍急的水流

冲上对岸的，我踉跄着爬起，不敢停留，拼命

往部队后撤的方向赶。花了一天时间，才找到

大部队，把文件包安全上交。”娓娓道来的讲

述，惊心动魄的场面，真切感人的情景，不加

修饰的记录，文中信手拈来、比比皆是。口述

方式增强了文章真实感、现场感和可读性。

人物口述表达细致入微的内容。胡兆富是

部队卫生员，医疗技术怎样？让他自己来说：

“比如头部包扎，要包得像帽子一样结实，伤员

的头怎么转都不会掉下来。你还要分清静脉和

动脉，血液的大循环和小循环，要弄清创口在

哪里，血是从哪里出来的，如果把血管堵住了，

反而会造成伤亡。”这样细致的表述，充分证明

胡兆富掌握的医技知识准确又娴熟。他不仅擅

长“战伤抢救”，还可以帮教徒弟。如果全文运

用第三人称，上述内容的表述就没有这样自然

流畅。

人物口述最大的优势是更适合直接表露当

事者的思想观念和内心独白。“哪怕前面是枪林

弹雨，也要不顾一切地冲上去，把战友救下来。

一个卫生员，最大的耻辱就是把伤员丢在了战

场上。”“经历过战争的人，在战场上浴血奋战

过的人，他们对生命的理解，对人生意义的理

解，肯定与一般的人不一样。”这些都是胡兆富

发自内心的“经典语言”，对表现其九死一生抢

救战友、想方设法深藏功名的形象，起到直截

了当的展示作用。

（作者单位：常山县广播电视台）

徐 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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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微信、微博等新媒体的出现，人人都

可以是“记者”。受众获得的资讯更多，“新闻

发布平台”也变得更为广泛。正面的、负面的，

真实的、虚假的，娱乐的、严肃的，有用的、

没用的等，几乎难以计数。但是，不管“新闻

发布平台”的形式怎样转换，受众终究更愿意

接受有意义、有价值、有趣味的新闻作品。

让新闻有效传播的最好方法是新闻写作的

故事化。这个最早可以追溯到美国华尔街日报

的写法，上世纪末被引入我国后，现在又有了

千姿百态的新发展。一条新闻快讯，能否把它

所包含的故事详尽地展现给受众，使其更具传

播价值更能吸引受众，这是摆在采编人员面前

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新闻故事化考验记者“四力”

人们是喜欢听故事的。一件新闻作品，如

果有故事、有细节，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那

它就会吸引受众。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就是

获得“故事源”的基础。

脚底板下出新闻。“涉浅水者见虾，其颇深

者察鱼鳖，其尤深者观蛟龙。”全媒体时代，信

息的传播渠道与方式有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受

众获取的信息呈爆炸式增长。在信息大容量且

快速传递的同时，由于一些碎片化的传播，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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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浅阅读”效应，让许多信息“过目即

忘”。尽管如此，人们对“故事”的热情终究

没有完全消逝，这就要求记者深入基层去抓取

“活鱼”。

基层的好故事不断在发生，把一份“新闻

快餐”做成“新闻大餐”，除了要有一双深入

基层的腿，还要有一双发现新闻的眼睛。记者

练好眼力，不单要见人之所见，也要见人所未

见。没有好的眼力，再好的脚力也只能流于表

面报道。如能发现事件背后所隐藏的新闻价

值，进行更深层次的挖掘，就能洞察到更多有

生活底蕴的故事。

“脑力”是宣传思想工作者的核心竞争力。

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它并非从天上掉下

来，也并非人头脑里固有，它从社会实践中经

过观察思考发掘得来。记者具备脚力、眼力的

同时，也需要具备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能

力。一件新闻作品，是否具有指导性，是否能

抓住问题，主题是否深刻，视角是否独特，都

是记者思考的结果。在信息纷繁复杂的互联网

时代，如果没有独立的分析判断能力，那就只

能人云亦云。

增强笔力，就是要写出精品。“四力”的最终

反映，体现在“笔力”上。素材如何取舍恰

当，叙述怎样做到详略得当，着墨如何掌握轻

重，主题是否提炼深刻，细节生动与否，在笔

力中都能得到全面反映。“笔力”体现了记者

的政治水平、知识储备、业务功底，是新闻工

作者履职的集中表现。

二、新闻故事化让新闻提升价值

新闻是报道新近发生的事件。一件新闻作

品，其内容在若干年后如还能被受众记起，作

品中的“故事”一定起了重要作用。

讲故事抑或报道新闻，“内容为王”是颠扑不

破的道理。新闻讲究“新”，这个“新”，既是

时间之“新”，也是内容之“新”。内容的

“新”，是构成新闻价值的基本条件。按新闻前

辈穆青的理解，新闻的“新”是指新情况、新

问题、新人物、新经验。这些“新”的内容，

其本身是极富故事性的，这就需要良好的叙事

技巧予以体现。

虽然并非所有的新闻都需要用“讲故事”

的方式来呈现，例如会议消息、一般的经验性

新闻报道等，但在通讯、特写等体裁中，“讲

故事”就成了提高新闻可读性的重要手段。尤

其是新闻特写，可以把“讲故事”这种叙事特

点发挥到极致。

讲故事离不开语言的艺术。故事化的语言

是通俗易懂、自然朴实的。其实，新闻界一直

遵循的“多用动词，少用形容词”，就对“讲

故事”做了最朴实的注解。老报人赵超构提出

的“短、广、软”，新闻前辈穆青积60 年新闻

实践所提出的“新闻三论”，即散文式新闻、

视觉新闻、实录性新闻，也可视作对“讲故

事”这种模式的探索。

三、新闻故事化的实践

交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作为专

注交通行业的媒体《交通旅游导报》的采编人

员，怎样立足行业发展，讲好争当国民经济发

展先行官的“交通故事”，传递好“交通声

音”，在“走转改”中努力增强“四力”，提升

报道质量，挖掘出这个行业里更多鲜活的故事

为受众所知，有以下几点可供分享。

（一）重视细节，提升新闻感染力

生活中，有许许多多不起眼的小事情、小

人物。虽说“小”，却能让受众从中得到一些

有趣味的信息。如果能有具体、生动的细节描

写，就会强化报道的传播效应。

比如，2018年5月《交通旅游导报》刊登

的《你看你看，你多么美！》，讲述湖州南浔公

路局为公路保洁工拍摄写真这样一件事情。这

类报道发图片新闻、发简讯都未尝不可，也是

一种报道的通用套路。最后却是以通讯的形式

见报的，文章的趣味性也更强。

稿件中有这样几个细节：一位保洁员向记

者讲述，当老伴得知他要当“模特”，就逗他

说“是不是你犯错了，要拍照点名批评啊”；

当领到拍摄用的白衬衫，他想去摸一摸却又怕

弄脏；从拍照一开始的各种拘谨到最后应付自

如等，这些细节很好地为当事人“画了像”，

读起来也有现场感。此文还获得了当年度的浙

江省好新闻奖。

采编经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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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小事情写成小故事，并不是要把报道越搞

越长、事无巨细，其目的是把空泛的报道写

出血肉、写出风采来。如此，报道的效果也

会更好。

（二）抓住亮点，增强新闻吸引力

在新闻叙事中，如果只是一味地平铺直

叙，缺少让人“眼前一亮”的东西，就不大

会吸引受众，新闻作品的传播效果也会受限。

抓住其中的亮点，就会吸引受众注意力。

每到台风天，交通公路部门一项重要工作

便是抢通公路。2017 年 6 月，金华市东阳公

路部门的通讯员向本报发来一篇 1200 余字的

稿件。应该说，耐着性子看完稿子，还是能

发现“亮点”的，只是这个“亮点”被埋在

文章900多字以后的地方了。于是编辑将这个

“亮点”挪到了导语的位置，把一些空发议论

的文字加以删减，把其中的故事细节放大提

前。稿件改定后只剩下不到800字，但由于把

亮点抓住了，重点突出了，内容充实了，在

东阳当地和浙江交通系统产生了较大的反响。

文章又推荐给新华网刊出，阅读量最终达到

近56万。

（三）举一反三，增强新闻广博性

现实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被采访对

象无意中提到某件事，结果“无心插柳柳成

荫”。《交通旅游导报》 2019 年 7 月刊登的

《薪火永传 勿忘勿忘——一位集美学子谈“嘉

庚精神”》，其产生过程便是如此。

“中国航海日”期间，记者联系上浙江交

通系统一位 80 多岁的航海教育工作者，想请

老人谈谈航海教育。电话约访时老人无意中

透露自己曾是集美航海学校的学生、教师，

记者立刻把“集美——陈嘉庚”联系起来，于

是重新约访。采访那天，这位耄耋老人不知

疲倦地向记者讲述了自己关于陈嘉庚先生的

见闻故事、对“嘉庚精神”的认识，记者也

等于上了一堂爱国主义教育课。稿件刊出一

星期后，适逢 《关于在“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中认真学习党史、新中国史的

通知》 印发，这篇承载“嘉庚精神”生动故

事的报道也成了交通系统学习党史和新中国

史的重要一课。“无心插柳”需要采编人员具

有新闻敏感性和丰富的知识储备。

（四）积极引导，体现新闻价值

2017 年 6 月 17 日，金华市婺城区一位养

路工伏地徒手清理雨水井淤泥的照片在网络

上转发，许多网友称当事人为“最帅爸爸”。

同样，这张照片也送到了编辑的手上。对于

“最帅爸爸”的称呼，编辑是觉得突兀的，但

细细品味网友们的评价，实则是他们对养路

工敬业精神的嘉许。这一点，编辑的心与网

友的心是相通的。

于是编辑找到跑线记者，请他采访当事人

的女儿，以期通过女儿对父亲的看法，向读

者介绍一个普通的养路工人、一个普通的父

亲。果然，看到照片的当事人女儿有一肚子

的话要对父亲说。从她对自己父亲故事的讲

述中，这位养路工的形象逐渐丰满。稿件见

报后，既淡化了“最帅爸爸”称呼的突兀，

又通过真实的故事让人物新闻更加鲜活可感，

在读者中收获了不错的效果。

四、结语

讲好新闻故事的方法有很多，但归根结底

离不开“四力”的加持。在具备新闻敏感的

基础上，唯有不断增强“四力”，充分运用好

各种媒体手段，把新闻做成暖心的故事，这

样才能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

一个故事胜过一打道理。许多深奥的道

理用故事的方式讲出来，就会变得绘声绘

色、形象生动，更易被接受。谁会讲故事，

谁就能赢得受众，谁就会拥有话语权。不同

于文学创作中的“讲故事”，真实是新闻的

生命，记者所讲的故事是自己亲历亲见的真

实故事，不能为追求故事的完美而丢失新闻

的真实。如果为了追求故事而去制造故事，

那终将使媒体失去公信力，这一点同样需要

我们谨记。

（作者单位：交通旅游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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