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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优实践

摘要：新闻消息总是以短平快为主，讲求

新闻性、时效性。尤其从时效性来说，这是新

闻内容的底座，也是跟进新闻事件的前提条件。

但一条好的新闻消息，并不能止步于此，更不

是就事论事。发现新闻事件背后的故事，在纵

深感上寻求突破，才能让新闻更“四维立体”。

关键词：新闻消息 时效性 新闻价值

新闻是新近或正在发生的事件，众多体裁

中，消息是最为普遍，也是应用最为广泛的体

裁之一。一般的消息而言，时长不超过4分钟，

意味着对同期声、文字的要求更高。融媒环境

下，如何在有限的时间、有限的空间内展示新

闻事件背后的“无限性”，传统媒体采写报道时

除了满足基本的新闻要素，更应结合各自媒介

的优势，扬长避短，努力挖掘出一条更具辨识

度的消息。

一、时效性是新闻的第一要义，也是广播

的最大优势之一

说到新闻，大家脑海中最先跳出的一定是

5 个 W， 时 间 (when)、 地 点 (where)、 事 件

(what)、原因 （why)、人物(who)。这其中时间

“排位第一”，从新闻的定义来看，时效性的作

用不言而喻。对于它的要求，有人说是报道的

第一要素，也有人说是报道的生命力。自己每

次接到采访任务时，部门领导总会加一句“注

意第一时间”。

不可否认，时效性是广播的第一优势。随

着自媒体时代的来临，时效性对于很多传统媒

介 （电视、报纸） 来说，广播占据了最佳优势。

尽管目前几大传统媒体都有小屏打造，但单从

传统传播渠道来说，电视打破节目流插播依旧

很难，报纸一般隔天印刷出版，时效性相对最

弱。根据节目流的分配，广播全天候打通，随

时可插播实时新闻，而这恰恰是受众最为需要

并看重的。如果遇到突发性新闻事件，效果更

为明显，主持人口播、记者连线等多种形态不

断推进，抢占播发先机。

从这几年浙江新闻奖评奖情况来看，也从

侧面印证了第一时间的重要性。例如2019年杭

换个视角看现场换个视角看现场 让新闻让新闻““立立””起来起来
王 娴

赶超”的数字化改革舆论氛围。于数字化改革

在全国加速推行之年，凸显了主流媒体在重大

改革报道中，围绕中心、凝心聚力、服务大局

的引导力与影响力。进一步推动改革成果让市

场有效、政府有为、社会有序、治理有方、群

众有感。为全国推行数字化改革，提高政府效

能建设，提供“走在前列”的破冰示范和“重

要窗口”的亮点呈现。

用“新方法”展现“新改革”，用“新报

道”回应“新需求”。作为一组日常播出的电视

新闻专题，通过“时度效”的转型，我们向社

会及时、平实、深入地传递了数字化改革并不

是“一块大屏”，而是“向着群众需求走，为群

众解决问题”的工作方法、工作作风、工作机

制的转变，提振了数字化改革的精气神，坚定

了深化政府体制机制改革、更好服务人民群众

的决心。笔者也深刻感悟到，电视新闻专题作

为优质内容表达的重要形态，必须不断在“健

身”中“瘦身”，在践行“四力”中，更及时、

灵活、务实地培育“大象起舞”孕育“松鼠攀

峰”，不拘一格以优质新闻传播，提炼浙江探

索，体现时代精神，增强新型主流媒体的舆论

传播力与引领力。

（作者单位：浙江卫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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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良渚申遗成功，杭州台采制的作品 《实证中

华 5000 年文明史 杭州良渚古城遗址》 正因

为刊播时间比其他媒体更快，获得浙江新闻奖

的几率更高。浙江之声2021年度荣获浙江新闻

奖一等奖的作品 《浙江在全国首创省市县三级

医学检查互认共享》，2021年12月31日“浙医

互认”平台正式运行。“检查检验结果实现互

认”，老百姓看病不用再费时费钱重复检查。当

天17：32分播出，成为省内第一个刊播此条新

闻事件的省级媒体。某种程度上看，这也是新

闻价值的另一种体现。当天浙江之声还在官方

微博第一时间推发了快讯。

二、努力拓展新闻价值，让新闻“立”起

来

当下的独家新闻已经很少。相同的新闻事

件，每个作者对于它的认识、考虑角度、表述、

成稿一定不尽相同。从众多媒体平台中“杀出

血路”，拓展新闻价值很关键。相比于其他媒

体，场景展现对于广播来说并不占优势，怎么

办？从深度上破局也是广播的一大优势，更是

提升消息采写能力的努力方向。

善用关联性，透过现象看本质。笔者始终

认为，新闻事件或多或少总是有关联性的，换

句话说也就是新闻背景的“藕断丝连”。如何从

众多繁杂的线索中找到新角度、挑出精干，这

就需要记者不断深入挖掘，并用全局意识通盘

考虑新闻事件背后的核心要义及重大意义。以

《浙江在全国首创省市县三级医学检查互认共

享》为例，“浙医互认”的顺利运行有浙江数字

化改革带来的契机与技术支持，但更应看见这

一事件背后更深层的原因及意义是体制机制的

“破冰”。早在 2006 年，原国家卫生部就提出

“医疗检查结果互认”概念，各部委相继出台文

件支持这项改革，但因为各项检查是医院重要

收入来源之一，所以各省一直没有实质性推进。

工作难以推进就是大家“不愿认”，但浙江就是

要勇于做这个破冰者。也正如浙江省卫健委主

任张平所说，“浙江就是要通过技术理性上升到

制度理性，来打通我们检查检验结果互认的环

节的痛点、难点、堵点问题。”

三、“小切口”展现大主题，让新闻更动人

一条让人记住的好新闻，一定不会只是就

事论事，呈现给受众的必然不仅有既定事实，

而且兼具新闻事件背后的深层内涵。就好比给

大家开了一扇窗，透过这扇窗看见更大的世界。

特别是从 2011 年，全国新闻战线开展“走基

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以来，小切口、故

事性等方面的要求应用在平时的采写工作中使

用得更为频繁。

新闻作品 《浙江在全国首创省市县三级医

学检查互认共享》 聚焦卫生系统百姓就医过程

中检查互认这一身边事，以此之变诉时代之变，

讲述浙江在数字化改革中的应用成果，体现

“一切为民”的中心思想，让医改真正做到让群

众少跑腿、少花费。

例如，2018 年浙江之声首次尝试移动视频

直播，《最美杭黄看“浙”里---见证杭黄高铁

通车》，以杭黄线首趟列车 D9551 次的行驶轨

迹“直播接力”。除了打破传统广播的宣传渠

道，更是邀请铁路迷谭启晓与爱人为直播嘉宾，

从发车到下车，一路畅谈他们与铁路的故事，

增强可听性、可看性，同时更以这对老人的视

角见证中国铁路的发展历程，述说中国铁路从

蒸汽机车发展为燃油机车，再步入高铁时代的

一次次跨越，以凡人视角和故事展现时代之变。

这次尝试也荣获了当年浙江新闻奖新媒体移动

直播一等奖。

小切口展现大主题，小故事展现大时代。

善于从大主题中找到小切口，将主题性与故事

性融会贯通，是每个记者迫切需要突破的工作

点。讲好新闻故事，展现时代主题，就能实现

共赢。

四、结语

全媒体时代，对于许多奔波一线的新闻工

作者来说，压力或许更大。我们在遵从新闻事

实的基础上，第一时间发声、尽力打造思辨性

更强的新闻产品，拉进与百姓的传播距离，有

共鸣、有共情，为受众提供丰盛的“声音大餐”

一定会是我们的前行方向。

（作者单位：浙江之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