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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市报做好典型报道的三个思考 

 
大力宣传新时代的典型、弘扬正气，是地市报的重要职责。改革开放以来，《闽西日报》把做好典型报道作

为提升新闻报道水平的切入点。 
地市报做好典型报道应正确处理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把握时代脉搏，把典

型报道融入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之中，使典型的宣传具有先进性、代表性、时代性，做到有源有

根、永葆活力。 
典型的先进性表现在典型的思想和行为处于时代前沿。而代表性则体现了典型的社会基础。一个典型人物如

果只具先进性，没有代表性，典型就无法推广学习；时代性是指典型必须是时代的产物，应该从一个或几个侧面

鲜明体现当时的时代精神。 
闽西是著名的革命老区，是当年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闽西日报》抓住这一独特的“红色资

源”，既讴歌并深切缅怀革命战争年代为共和国做出杰出贡献的一大批叱咤风云的革命前辈的事迹，也注意发

现、挖掘并热情讴歌新时代英模—来自身边的典型人物。 
2006年五六月份，闽西发生了百年一遇的特大洪灾，永定县抚市镇74岁的老共产党员王树先，用自己的生命

在滔滔浊浪中救起了18位群众。为了报道这一新时期发生在革命老区的典型人物，《闽西日报》记者在第一时间

深入一线采访，在掌握了大量新闻事实的基础上，在头版刊发了通讯《洪涛砥柱—记在“6·18”抗洪救灾中牺牲

的永定县共产党员王树先》，用大量感人的新闻事实，从各个侧面表现王树先这个从闽西老区成长起来的典型人

物丰富的时代精神和丰厚的人物个性，从而引起中央媒体的关注，使王树先这个具有闽西老区特色的英模的事迹

很快走向全省、全国。该通讯也获得了当年度福建省好新闻一等奖。 
地市报在典型报道中要正确处理好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从典型人物本身的事迹出发，充分挖掘典型

人物成长的特殊环境，并站在时代的大背景下挖掘典型，以求真务实的态度推出和宣传典型人物的形象。 
对典型人物的宣传，应该从典型人物本身的事迹出发，充分挖掘典型人物成长的特殊环境，同时，又

要把典型人物的成长与大环境联系起来，使广大读者全面了解典型人物的成长背景，发自内心地感觉到典

型人物可信、可亲、可学。 
典型宣传的作用，也与时代特定的价值取向息息相关。个人价值取向与社会整体价值取向越是一致，典型宣

传报道越容易产生巨大反响。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价值取向越来越多元化，这就要求我们的典型报道必须不

断改革，以适应时代要求。 
《闽西日报》记者在采访王树先的事迹时，不但多次深入发生洪灾的现场，找村民座谈，了解大量的第一手

材料，还在王树先同志的遗物中找出了王树先同志自参军起写的大量日记。在刊发了长篇通讯后，《闽西日报》

和《福建日报》先后用大篇幅刊发了《王树先日记摘抄》，从大量事实出发，从深层次上挖掘王树先同志成为新

时代英雄的背景。从而将王树先同志的感人事迹全面、客观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克服了过去典型人物报道给人们

留下的平面化、脸谱化、绝对化和单一化的印象。 
在采访典型人物时要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把尊重客观规律与发挥主观能动性结合起来，坚持“三贴

近”，不断改革典型报道的方式，使树立起来的典型自身过得硬，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并得到有效推广。 
一个优秀典型人物事迹的宣传报道，往往可以感动一代又一代人。对这些人物的报道，除了事实本身生动感

人外，与记者在采写过程中尊重客观规律，对典型人物深入扎实的采访作风以及善于展现生动事实的写作技巧分

不开。可是，也有少部分记者在采写典型人物时，不是从人物本身的事迹出发，而是用写小说的笔调来写人物，

脱离实际的片面“拔高”无法让读者信服。《闽西日报》记者在采访报道王树先同志的事迹时，首先是善于在王

树先同志平凡的工作中找出闪光点。如果记者不反复深入一线、贴近实际，就不可能及时准确地捕捉到他身上的

闪光点。 
要使群众对典型认可，一方面要使树立起来的典型自身过得硬，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另一方面要通过

作者：石飘芳  



多种方式、多种渠道大力宣传推广。《闽西日报》在报道王树先的事迹时，不仅在题材上采用消息、通

讯、小故事、言论、日记等多种形式，还十分注意用群众的语言宣传典型，让王树先生前身边的群众说

话，用群众平实的语言来描绘再现王树先同志的感人事迹，用讲故事的手法，再现典型情节，使人物形象

更生动。（作者是福建省闽西日报社编委、总编室主任） 
 
 
（纸媒文本见《中国记者》杂志2008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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