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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打主攻，怎样取得报道成果——地方媒体参与重大突发事件报道策略分析 

 
在汶川地震这场报道战役中，如果说中央媒体在国内重大突发事件中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进行集中报道，

相当于是在这场战役中打主攻；那么，地方媒体受各种条件所限，该如何制定作战方略？答案显然是有所为，有

所不为。 
 

 

有所为，有所不为 

 

地方媒体首先要明确“三不”原则：不求程序完整，不求权威发布，不求全面展现。 其次可以选择以下方法

参与报道。 
一、覆盖临近点 
临近点，顾名思义，就是指近距离的点。重大突发事件的发生地远离地方媒体所在地，地方媒体鞭长莫及。

但是，重大突发事件备受关注，影响范围大，地方媒体可以从中寻找临近点。覆盖临近点，是指凭借地方媒体的

优势，寻找地方媒体所在地与一个重大突发事件的交集。比如在这次地震报道中，作为首都媒体，北京电视台也

许不能第一时间派记者前往，不能发回灾区的独家报道，但却可以第一时间报道北京市民情系灾区的爱心，报道

北京各界支援灾区的行动。 
临近点，除地理层面，还有心理层面。比如说，在这次地震报道中，《唐山劳动日报》将报道主基调设为将

“天灾无情人有情、唐山人民情更浓”；以“新唐山就是汶川的未来，灾区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为导向。唐山大地震的背景、经历甚至是留下的伤疤，都成为这次抗震救灾报道的一个个参照物，抓住这种心理

上的接近，无疑给报道提供了巨大空间。 
同样，地震发生后，日本媒体给予了广泛关注，主题是如果这样一场地震发生在日本，情形会怎样？这种投

射心理拉近了汶川地震与日本当地民众的距离，覆盖了这样的临近点，也就为报道赢得了关注度。 
地方媒体遭遇突发事件，第一时间分析临近点，覆盖临近点，既能确保媒体快速反应，又可以增加重大突发

事件的地方情结，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放大亮点 
四川省什邡市洛水镇李冰村一个山坡上，埋葬着洛水中学在此次5·12汶川大地震中遇难的108位学生。 
5月30日，《潇湘晨报》推出一个整版，标题是《天国没有墓志铭》，将108块红砖错落地排列在版面上，附

上了一篇只有176个字的短文。整个版面沉重肃穆，无言地，却强有力地表达了编辑思想—是向遇难的孩子们致

哀，以此铭记地震带给人们的伤痛。这样大胆的处理取得了很好效果。但事实上，这并不是《潇湘晨报》的独家

新闻，早在一个星期前，这个细节就被其他媒体以图片新闻方式关注过。而《潇湘晨报》选取这一亮点，并进行

放大处理，同样可以取得似“独家”的传播效应。 
在重大突发事件中，很多一线记者都有这样的感受，“遍地都是新闻”。的确，在特殊事件的大背景下，任

何举动、任何表现都会超出常态，进入记者的视野。但相比较而言，称得上“亮点”的却并不那么多。在中央媒

体强势、大密度的攻势下，地方媒体想要找到独家“亮点”更是不易。而以寻找第二落点的方式进行放大，一方

面可以让被众多信息淹没的亮点以更显著的方式出现，另一方面，也可以弥补地方媒体报道力量弱的劣势，增强

地方媒体报道的传播效果。 
三、寻找支点 
支点，某种意义上也是拐点，就是能支撑报道进程、成为报道下个阶段起点的点。如果能够客观、准确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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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重大突发事件的行进过程，进而有意识选取其中的支点，无疑会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5月20日，记者三天内第二次来到绵阳九州体育馆采访。这时，体育馆外农田里一群忙碌的身影吸引了我的目

光。在采访中，我了解到眼下刚好是农忙时节，灾区群众投入到抢种水稻的劳动里，拖拉机轰鸣着，人们挥汗如

雨，孩子们也加入其中，卖力地干着。而就在马路对面，一排排被地震毁坏的房子正是他们曾经的家园。这样的

对比，让人真切感受到受灾群众坚强的生命力。我以此为内容发回一条现场报道，当天在北京卫视播出。这是电

视媒体中较早播出的灾区恢复重建、抢收抢种新闻。接下来抗震救灾进入灾后重建阶段，媒体的一个报道重点就

是抢收抢种、生产自救。 
寻找支点，前提是明确事物发展的规律，目的是为引导报道方向，关键是选准时机，找准载体。5月21日，全

国哀悼日的最后一天，《北京日报》抗震救灾专版没有延续前一阶段紧张救援、抢救生命、追思逝者的主题，而

是推出以《希望》为主题的专版，以《废墟上传出希望的啼声》《谁说明年不是丰收年》为大标题组织稿件，这

两个专版突出编辑思想—伤痛依然刻骨，但希望正在废墟中重生。在哀悼日最后一天，报道引导了人们的情感走

出悲伤，走向希望，效果很好。 
四、照亮盲点 
盲点，指的是没有被关注到，但同样具有价值的点，这样的点通常由前方记者发现，视角独特。挖掘这样的

点，不仅可以补充报道内容，还有可能会成为颇具特色的独家报道。 
5月19日，全国哀悼日第一天。记者在四川省最大的受灾群众安置点绵阳体育馆采访。当警报声鸣起，偌大的

体育馆像凝固了，时间仿佛停止了，目光所及之处，都是人们痛苦的表情。身处其中，每个人的心隐隐作痛。3分

钟结束后，记者想要上前采访一位老妈妈，她抬起头的一瞬间，忽然紧紧抱住了我。原来，泪眼模糊中，老妈妈

将记者当成了自己在地震中失去的女儿。摄像师用镜头记录了这次拥抱，记录了两个人情感交融的过程。在当天

晚上的直播连线中，记者向观众讲述了这段经历，并播出现场画面，这个段落感动了很多人。 
严格意义上说，这并不是一次正式采访，甚至没有一句提问，但是，现场情景让很多人更近距离地体会到了

受灾群众失去亲人的痛苦，这条报道的处理方式，很好地烘托了哀悼日的氛围，感动了观众，凝聚了大家的情感

和爱心。在不被关注的盲点中寻找闪光点，也许就会成为地方媒体的报道亮点。 
 

 

几项报道原则 
 

一、首先要注意，不能因为不打主攻，就剑走偏锋，甚至不惜牺牲媒体的社会责任以吸引眼球。越是在重大

突发事件报道中，越是要坚持以人为本，越是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 
在这次地震报道中，有少数记者受到质疑。人们不能接受这些记者的原因有很多，有些不顾采访对象身体虚

弱依然问个不停；有些则为了更多吸引眼球，讲述超出人们心理承受能力的灾区故事；有些置生命的尊严不顾，

让人感觉冷漠、没有人情味……不管是什么情况，这样的记者不仅没有很好地诠释他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反而亵

渎了这份责任。 
重大突发事件报道中，弘扬主旋律，应成为记者的自觉行动。有同事问我，在灾区，你真得没有看到一点点

让你感觉失望的东西吗？当然有。我在九州体育馆采访，由于短时间内涌入的受灾群众太多，组织工作看起来有

些混乱无序，准备不足。一些受灾群众向我反映，他们几天里都没有吃到过热乎的饭菜，每次排队轮到他们，饭

总是没有了。这样的素材当然是第一手资料，我也可以找到更多事实支撑这篇报道，但是，我不能那么做。那

时，已经是震后一个星期了，很多受灾群众的心态从开始劫后余生的幸运转向了对未来的茫然无助，对现实有很

多抱怨。这只是暂时的心态。而他们此刻究竟最需要什么？是我们这样一篇负面的报道吗？我想，如果发了这样

的报道，不仅无法给予他们信心，在灾区之外，很多好心人，也会因此丧失很多信心和力量。虽然他们不能成为

我的采访对象，但是我和摄像并没有走，我们联系了几位从唐山来的志愿者，开导他们。一个小时过去了，看他

们平静多了，我们才离开。 
用理智去选择报道题材，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巨大的灾难也是对新闻记者良心和职业道德的考验。在地震

面前，新闻不能成为次生灾害，再去伤害灾区的人民。记者不能成为只想着完成报道任务的一个旁观者，也应该

成为救援队伍中的一员。只不过，他的救援方式很特殊，要靠手中的笔、手中的镜头、话筒来传递坚强，传递爱

心，传递力量。 
此外，采访形式也应该更人性化。凤凰卫视“冷暖人间”播出的一集报道《陈坚，最后79小时》引发网友争

论。报道记录了陈坚被抢救出来前后79个小时，使用了陈坚大量采访同期，而陈坚被抢救出来后，却没能坚持

住，停止了呼吸。不少网友认为，陈坚本来就很虚弱，但记者一直在采访他，让他说话，这种节目非常不人道。

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四川电视台一位记者的提问方式，在医院采访伤员的时候，他首先问的是“我们这样采



访会不会影响你休息和康复”，伤员回答说不影响。记者这才开始采访。所以，记者必须意识到，在关注度极高

的重大突发事件报道中，记者的画面传递新闻，记者的表情传递新闻，甚至记者的举手投足也传递新闻，所以，

“以人为本”的理念要体现在记者采访报道的整个过程。 
二、地方媒体参与重大突发事件的报道不是对中央媒体的拾遗补缺，不是可有可无的介入，更不是没有办

法、硬着头皮的消极应战，而是一种地方媒体立场的表达，编辑思想的传达，也是媒体社会责任的体现。所以要

放弃卑微心态，转变观念，积极迎战，方能取得胜利。 
三、编辑统筹指挥的能力是打赢这场战役的重要保障。在发挥记者单兵作战能力的前提下，要充分发挥编辑

统筹指挥的能力。但必须指出的是，与常规新闻统筹不同，重大突发事件报道的统筹，必须建立在以前方记者的

报道为核心的统筹。因为只有这样，大量报道才不会淹没自己的声音，地方媒体的报道才会在形式和线索上区别

于中央媒体，在整体上体现出差异。这样的统筹，是为了放大“不同”，放大特色。（作者单位：北京电视台新

闻中心） 
 
 
（纸媒文本见《中国记者》2008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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