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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出灾情抓新闻——关于采写自然性灾情报道的几点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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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每年，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都会发生一些由非人为因素或自

然不可抗力引发的自然灾害和重大事故，如水灾、火灾、雪灾及地震等等，我们姑且称之

为"自然性灾情"。由于其有很强的社会影响力，特别是很多表现为负面影响，因此，关于此类

灾情报道，国家职能部门有过专门规定。那么，如何在这些可以公开报道的"没有刀光剑影，

却一样惊心动魄"的战场上捕捉新闻，把灾害的真相告诉读者，唤起他们的同情心和责任心，

调动大家关注灾情，和灾区人们心连心的热情，是我们新闻工作者的一项义不容辞而又十分神

圣的责任。 

  可以说，自然性灾情因冲突强烈，矛盾激化，对人们心理上有着较大的冲击力和震撼力，

因而蕴含着较高的新闻价值。然而，当人们心急如焚地翻看一些有关自然性灾情的报道时，有

的报道令人如临其境、如观其景、如闻其声、如见其人，真切感受到了人类与灾害抗衡的悲

壮，但也有一些报道令人失望，报道内容味同嚼蜡，堆积的材料既枯燥又乏味。同样都是灾情

报道，何以如此大的反差？个中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关键的原因恐怕还是有的是就事论

事，有的却是跳出灾情抓新闻。  

  一、在“遥看”中打破平淡  

  一旦灾情爆发，似乎处处皆新闻。但"草色远看近却无"，如要跳出那些天灾人祸引发的表

象，给读者提供"含金量"高的新闻，首要的就是要掌握"遥看"的本领，即你采写的这篇灾情报

道是否符合时代的主旋律，它的内容是否重要，导向是否正确，事实是否新鲜。这样才能使灾

情报道做到以形传神，避免报道的肤浅，增强稿件的思想深度。比如，在1998年抗洪期间，本

报刊发的《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进一步贯彻江主席重要指示，以高昂士气夺取抗洪全面

胜利》、《为改革开放请功》、《血肉之躯筑起抗洪大坝》、《军徽闪耀洞庭》、《在决战决

胜的紧要关头》等稿件，虽然形式不同，内容不一，但都从不同的侧面再现了军民一心战洪魔

的气势恢宏、感人至深的场面，反映了党中央决策的正确和英明，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成果为抗洪胜利提供的强大保障，深入宣传了中华民族在抗御特大洪水中表

现的伟大精神和涌现出来的英模人物，凸现了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凸现了人民子弟兵的英雄

形象，凸现了中国人民的伟大精神。透过抗洪抢险的感人形象，反映出了广大军民在与洪魔搏

斗中实现了江主席提出的"三个确保"而决战决胜的信息，讴歌了抗洪抢险的主旋律，不仅内容

重要，事实新鲜，具有很大的导向性和感召力。  

  灾情报道要紧扣主题，除了稿件的价值取向上有较强的思想性，在立意上，要着眼于宏

观，把握好大局，在写作上，又要善于用微观事物展现宏观上的问题，从而产生以小悟大的社

会效果。只有这样，方能发现那些看似平常的题材中所蕴含的主题，捕捉到与广大读者息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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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事物，从而写出受读者重视的灾情报道。如去年抗洪期间，正值本报围绕"以'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为统领，争创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六大胜利召开"这一主题进行宣传报道，于

是，在现场采访的记者围绕这一主题，连续采写了《让"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抗洪大堤上闪

光》、《血肉筑起精神大堤》、《抗洪官兵眼中的新变化》等几篇有深度思考、给人启发的稿

件，通过抗洪大堤上的一些"身边事、身边人"折射出广大官兵学习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

产生的效果。  

  由此可见，灾情报道要"跳出"灾情做文章，首先要考虑到灾情发生时的时代背景，真正做

到以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和重大决策为指导，紧扣宣传主题，及时弘扬主旋律。  

  二、在“体验”中抓“活鱼”  

  用自己的身心去体验，是报道人员必备的素质，也是最基本的常识。如果一个记者整天躲

在舒适的帐篷里想点子，或是看简报，看红头文件，或是开几个座谈会，从救灾现场拉几个人

聊一聊，是很难写出情真意切、有血有肉的感人报道的。  

  汗水永远是写作的墨汁。2001年春节前夕，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遭受了特大暴风雪的袭

击，边疆各族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全国人民和全军指战员十分关心灾区群众的

疾苦，纷纷伸出了救援之手。那么，灾区人民的春节过得怎么样？救灾工作进展如何？在回答

读者普遍关心的这些问题时，深入现场采访的本报记者王士彬视险情为命令，视新闻为生命，

没有走马观花，而是放弃了春节与家人团聚的机会，从大年初一到大年初七，用整整七天的时

间深入灾区，和救灾官兵及各族群众一起抗雪灾、庆新春，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在亲历中记

录下了一个个荡气回肠的生动故事：大年初一至大年初二，他随着边防某汽车团的救灾车队，

辗转风雪草原，查找边境一带被风雪围困的最后50余户牧民；大年初三，他又随边防团的"快

反"分队在空旷的雪野上设卡，抓获了偷运冻死牲畜的3名不法分子；大年初五，记者则又和某

连应急小分队的官兵在风雪中花了整整3个多小时，帮蒙古族老乡找回了被白毛风刮走的10岁

儿童巴特尔；大年初七，他又随应急分队奔波在边境线巡逻，帮助边境牧民群众和邻国查找被

风雪卷失的牲畜……  

  凭着拿生命当赌注的精神，一路风雪兼程的记者为读者献上了一篇生动感人的"体验式"通

讯，这篇灾情报道通篇没有堆砌的材料，那些从冰天雪地里捕捉到的"冒着热气"的动感材料，

让人倍感亲切。据说，这篇题为《灾区七日行》的长篇通讯，原来已刊发军报三版，值班的社

领导在样报上把关时，将稿子拎到了一版，见报后果然好评如潮。  

  登高山能采灵芝，下河滩能觅奇石。在灾情报道中，"体验式"的报道不仅能使人和被采访

者打成一片，获得更多、更生动的现场材料，让人产生真情实感，加深对事物的认识，还能了

解到其他采访方式了解不到的情况，增加报道的可信性和说服力，无疑是跳出"灾情"抓新闻的

有效途径。当然，在体验时，还要注意"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弊端，而要做到

善入善出，诚如王国维所言："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

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效。"  

  三、在“边缘”上求突破  

  采写灾情报道，理应关注"堵决口、战火海"等"热点"新闻，但是，如果总是在炒那些似曾

相识的"热点"，再炒只能是"剩饭"；相反，如若目光同时投向那些不引人注目但与灾情密不可

分的边角料，到里面去好好探寻一番，也许能弄到一些"价值昂贵的珍宝"和"带着露珠的鲜

花"，让读者从这些"珍宝"和"鲜花"里感悟抢险救灾中的悲壮。  

  去年8月中旬，因遭连日的暴雨袭击，湖南郴州市四清水库大坝险情四伏，驻湘部队、武

警官兵和民兵预备役人员2000多人火速上坝抢险。类似这种灾情上的"小打小闹"，如果仅仅就



事论事，也许发出的稿子一个"火柴盒"足矣。但当记者踏着泥泞来到大坝上一个临时广播站

时，顿时有了抓"活鱼"的感觉。原来，为及时搞好这次救灾的现场报道，郴州市人民广播电台

在大坝上开设了一个"战地广播站"，起初，还担心缺稿，没想到一开播，战士们沾着泥水、汗

水的稿件便雪片一样飞来，这些战士们蹲在大堤上、趴在沙袋上写成的广播稿，大多数都是反

映救灾一线"干部爱护战士"的内容，篇篇情真意切，字字感人肺腑。让广播站成为了战士赞颂

官兵情的一个载体，成了群众了解新时期官兵关系的一扇窗口。于是，记者一气呵成了《"战

地新闻"传颂官兵情》，让读者从这条"边缘性"新闻中既感受到了救灾的火热场面，也体会到

了"水线"上的官兵情深。  

  无独有偶，与这篇稿件同时刊在一版的另一篇灾情报道《火场之夜》也可以说是属于边缘

性新闻，这是本报记者丁海明从大兴安岭火灾现场发回的。这篇稿件没有直接去写灭火战斗，

而是巧妙地通过"林子里没有路，借着手电筒的光，能够依稀分辨出扑火勇士们踩出的痕

迹。""几十名官兵就露宿在隔离带一侧，身上盖的只有一件雨衣，枕的都是组合式灭火工具

包"等细节，展示出了官兵们不怕牺牲、顽强拼搏的精神。  

  四、在“潜入”中觅“深流”  

  作为新闻工作者，我们到达灾害现场后，不能把目光仅仅停留在对现场表面的观察和描述

上，只有对现场观察到的种种表面现象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现

场背后的深度开发"，并研究这些现象意味着什么、蕴含着什么、预示着什么，才能实现"从现

象到本质"的飞跃。  

  1998抗洪期间经济日报的"'98抗洪新闻分析"专栏连续刊登《长江洪水为何一峰接着一

峰》、《吉林抗洪任务有多重》等灾害报道，对一些群众普遍关心的现象进行剖析、解释，收

到了很好的效果。还有，在去年夏末秋初，湖南境内又拉响了汛情警报，洞庭湖地区连续降

雨，降雨量比历年同期多近50%，湘江、资江、沅江、澧水四大水系的洪水齐聚洞庭湖，而长

江的洪水又倒灌洞庭，使得洞庭湖受到两面夹击，城陵矶水位均超出了警戒水位。汛情与98年

的极为相似，重要堤段也是重兵把守，但长江大堤和浩淼的洞庭湖却固若金汤，虽然每天有官

兵扛砂包、堵管涌、筑堤坝、抢险段的火热场面，但都是紧张有序、有惊无险。大堤下，城乡

居民安居乐业，物价平稳，客商照来，仍一派祥和繁荣的景象。整个抗洪期间，都没有出现大

的险情。记者透过现象看本质，深感"大汛无大灾"这一奇迹，折射出的是98抗洪后我国水利建

设的新成就。1998年大灾之后，国家在长江上游投入了近300亿人民币，对长江中下游的防洪

工程进行了大量的建设，堤防进行了加高、增厚、除险、加固，1998年以来的水利投资大大超

过了1998年以前建国49年的总和。而抗洪一线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模范践行"三个代表"、视

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以及抗洪手段的现代化也是创造奇迹的重要原因。于是，

记者便从国家综合国力增强、科技抗洪手段的跨越、各级党组织带领人民群众与洪魔决战的斗

志等几个方面，采写了《大汛无大灾说明了什么》一稿，次日，本报以《共产党好 社会主义

好 改革开放好》为题，加编者按作为一版"倒头条"加框见报。事后，一些抗洪部队就将此稿

作为了"赞颂新成就，迎接十六大"教育活动的生动教材，让抗洪官兵倍受鼓舞。  

  五、在“鲜花”后摘“绿叶”  

  一般来说，灾情报道的现场感要求都是就地采撷的"鲜花"，但要想使你的报道有厚度、

有"嚼头"，收到出人意料的效果，有必要穿插一些"旧闻"。这样，便可以阐明新闻主题、烘托

新闻主体、帮助读者理解乃至增强新闻的知识性、趣味性，在稿件中可起到"烘云托月"的作

用。  

  在这里，我们不妨先看看1998年9月12日《光明日报》一篇消息的导语："细心的人们发

现，从1931年到1954年的长江流域性洪水，再到1991年特大暴雨酿成的洪涝灾害，江苏是重灾

区，可今年的特大洪水到安徽以下却似乎没了洪峰。是洪峰到江苏境内减退了吗？不是！江苏

 



境内有425公里的河道，1000多公里堤防，今年洪峰超过了1954年的历史最高水位，那么是什

么使江苏退出了重灾区的名单？是主动投入，是经济实力，是科学防洪……"试想，如果这条

导语不是糅进了历史背景材料、今昔对比情况和事件的前因后果，仅仅是按常规写成"江苏省

十分重视长江防汛工作，近年来如何如何，取得了怎样的成绩"就索然无味了。  

  当然，在灾情报道中，并非旧闻用得越多越好，而应"量体裁衣"，这样才能一语破的，恰

到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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