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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报道的高度和思想性怎样体现 

 
宣传是一门艺术。高明的宣传从来不露痕迹，让读者在潜移默化之中，心甘情愿接受观点。让“宣传”回归

“新闻”，做好改革开放30周年报道，《中国青年报》以此作为做好报道的出发点。 

  
  

成就报道要有史的视角和诗的意味 

 

让“宣传”回归“新闻”，不是要抛弃“宣传”，恰恰相反，而是为了使“宣传”效果最大化。 
国庆50周年前夕，《中国青年报》负责组织这组成就性报道的任务落在我头上。我没有按照以往成就性报道

固有模式去做，而是另辟蹊径，知微见著，力图用新闻视角和笔触，触摸共和国50年精神生活。这组22篇、每篇

2000字的成就性报道，栏目取名为《触摸50年》，主旨定位为“中国人50年的观念变迁史”。尽管整组报道立意

宏大，但具体到每一篇，又都有一个具体可感的故事在里边。既有微观切入，又有宏观统照。 
如果说《触摸50年》的核心主旨是揭示“变迁”，那么由我策划组织的十六大成就性报道《巨变无声》，核

心词是“变化”。“变迁”也好，“变化”也罢，都是对“结果”的展示，需要编辑记者对这段历史有纵深的观

照和把握。 
需要承认，这两组报道都属于主题先行。这看来是违背新闻规律，但仔细想想：成就性报道本身就不

是“动态”新闻。本质上，这两组报道是思想和观念的载体。黑格尔曾说：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我想套

用说：好的成就性报道（或曰深度报道）是一流观念的感性显现。 
从这个角度看，《触摸50年》和《巨变无声》都是对思想和观念的翻译。如果说，这两组报道有别于

传统意义的成就性报道，原因正在于此：我们可以是思想和观念的翻译者，但不能也不应该是政策的翻译

者、工作报告的翻译者，更不是某个领域、某条战线成果与数字的翻译者。 
成就性报道无论怎么创新，但“变化”这一主题万变不离其宗。其实，变化本身蕴含着丰富的新闻元

素。变化越大，反差也就越大。而反差不仅是构成好新闻的重要元素，也是表现新闻的重要手段。如果我

们用历史眼光看待变化，就会发现，这种变化之中，蕴藏着一座新闻富矿。 
用历史眼光看变化，还要求新闻人要有那么一点“形而上”的价值关怀，这种价值关怀不是一时一地的，而

是恒久的。它是判断新闻和变化轻重的标尺。有了这样一把标尺，就更易于把握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变化哪些是表

层的，哪些是本质的；哪些是局部的，哪些是整体的；哪些是进步的，哪些甚至代表着倒退。 
用历史眼光看变化，是一个后人梳理历史的过程。当代人受种种局限，也许看不清楚自己生活的这个时代的

本质，但通过尽可能忠实的记录，后人可以尽可能拨开历史迷雾，得出判断。 
要有诗的意味，主要探讨的是成就性报道“怎么写”的问题。诗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一种有寓意的故事，

是由有意味的细节和有味道的语言构成的。它是一种读后让我们回味的东西。 
再好的思想、再深刻的观念也需要故事和细节去诠释。所以一篇成就性报道的成功与否，关键是看我们是否

能从海量案例中筛选出最经典的那个，一旦找到这样的案例就等于成功了一半。观念随时随地可以找到，难得的

是表现观念的经典案例。我们不缺少思想，缺少的是“思想的表情”。 
此外，成就性报道是一种过去时态的报道，是对某一历史、某个阶段的回溯，是典型的静态报道。为

了让它动态起来，需要我们今天找到当初历史事件的当事人或见证人，让他（她）走进今天的场景里，重

现当年情景，这样就打破了历史与现实，过去和今天的时空界限。 

  

作者：杜涌涛  



  

探究“中国奇迹”背后的“因” 

 

无论从哪种角度讲，有幸组织《中国青年报》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报道，探究“中国奇迹”背后的深层原

因，都是一件极具挑战、激动人心的工作。 
英国一位当代思想家曾断言：人类的21世纪是从1978年开始的。从那时至今，中国的改革似乎成了一

系列改变世界历史进程伟大事件的第一推动力，中国刷新了人类有史以来经济增长的奇迹，增长率之高，

持续时间之长，即便当年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也有所不及。更何况，中国规模之大，是这些国家远远不及

的。为此，许多人把这30年概括为“中国奇迹”。 民富国强是近百年来潜伏于中国人心底最强烈的梦

想。回望近3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艰难历程，不难发现，实事求是与教条主义的激烈争端始终如影相伴。

历史也清晰地显现，社会前进的过程，恰恰也正是教条主义思想不断坍塌、实事求是路线不断得到确立的

过程。 
解放思想绝不只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自始至终贯穿着中国人30年从政治到经济，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的

全部历程。如果用一个词汇揭示这30年最本质的特点，我个人认为最贴切的词汇就是：“解放”。无论是生产力

的解放，还是体制的解放，无论是观念的解放，还是固有习惯的解放，这30年的历史，正是中国人不断冲破各种

束缚，跨越各种禁区的历史，是一部人的精神不断得到解放的历史。所以，我们为这组报道的主题找到两个字：

“解放”，在诸多的解放中，我们尤其关注“人的解放”。 
换句话说，我们认为，“解放”这条主线，正是推动中国产生巨变背后的“因”。故我们将这组报道的栏目

定名为《解放·30》。 
《解放·30》将以《中国青年报》30年的旧报刊为主要素材，通过编辑记者重新阅读、梳理，从中发现

“新”历史，找到“新”视角。这一次，我们力图让编辑记者在梳理历史的过程中，自己发现报道主题。（作者

是中国青年报社编委、《冰点周刊》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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