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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编谈艺——把“剩饭”炒出香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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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搞新闻的人都有一种同感，新闻最怕的是一些陈芝麻、烂谷子。但作为一名基层的通讯

员，碰到的题材大多往往是这类的芝麻、谷子。这些陈芝麻、烂谷子就好比剩饭，吃在嘴里索

然无味，写出来更没有生命力，自己觉得为难，编辑看了头疼，当然也就很少被采用。其实，

只要掌握特点、火候，加好调料，剩饭也同样能变成“扬州蛋炒饭”，吃在嘴里喷喷香。 

今年上半年，我先后在《人民日报》华东版、《新华日报》上了5篇稿件，可以说都是炒的

“剩饭”，但由于掌握了特点、火候、配好了料，吃起来就有种别样的香味。 

抓住特点 

人常说：“万家团聚，合家欢乐”，每逢年根岁底，逢年过节，远在他乡的亲人总会不远千里

往回赶，与家人团聚，尤其是除夕。可今年1月8日，我突然接到远在上海育菇的哥嫂电话，说

今年他们不回家过年了，准备趁春节这个大好时机，在上海大赚一笔。刚听到这话，我还一

愣，后眼睛一亮。我们射阳县有近万人常年在上海、武汉、无锡等大中小城市育菇，而且，我

家乡通洋镇早在1996年就被中国食用菌协会命名为“食用菌之乡”，就我哥嫂他们在上海育菇

也有五六年了，但从没有不回家过春节的。关于射阳菇农在外育菇的新闻，我们几乎每年都在

一些报刊上发报道，一直就是跳不出为育菇而育菇的框框。但今年，我觉得哥嫂他们能抛开世

俗，异地过年，就是一件新事。于是，我立即用电话与远在上海的哥哥联系，向他详细了解射

阳菇农在外地育菇的情况以及今年在外地过节的菇农情况。接着，又电话采访了在安徽、武汉

等地的菇农。在掌握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我一气呵成写了《射阳万余菇农，春节期间异地生

财》的稿件，后适逢原县委通讯站彭辰阳站长在水产局检查工作，我特地请他帮我修改，他也

认为我抓住了新情况新特点，又为我加了一条“变忙过年为忙赚钱”的肩题。14日，我向新华

日报发稿，很快在1月16日《新华日报》发表，反响很好。 

把握火候 

近年来，射阳农民上网一度成为热潮，其中，经纪人因特网上做买卖已屡见不鲜。去年夏天，

我在盐东镇通讯员座谈会上获悉，农民上网做买卖，我县特庸镇尤为典型。射阳特庸镇是中国

农科院蚕桑研究所创建的全国无病菌优质桑苗生产基地，年生产栽培嫁接湖桑10多亿株，几乎

所有的桑苗都通过因特网销售到四川、甘肃等西部地区。我转到电信部门工作后，对因特网上

能做一些大买卖一直比较注重。于是，我专程去了一趟特庸镇，采访了发起网上销售的经纪人

鲍书保、杨怀宏和杨正万等经纪人，写成了一篇“射阳农民网上卖湖桑，每年增收400万”，

稿件写好后觉得仍不是火候，因为我们全县有6000农民经纪人经常上网做买卖，况且，夏季又

不是销售湖桑的季节，于是我就将这一题材“养”着，直到去年冬天，又一次去特庸镇采访鲍

书保时，才最后写成“射阳农民网上销售10亿株湖桑苗”，稿件传给《新华日报》后，当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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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新华日报》一位女编辑就打来电话核实了一些具体数据，在1月22日《新华日报》刊

登。这则消息不仅提高了射阳的湖桑苗知名度，还引来了更多的购苗信息。今年国庆前夕，笔

者接到鲍书保从四川打来的电话，说他的湖桑苗已与越南的河东、河西两地的经销商达成协

议，今冬将有10亿株湖桑苗通过因特网栽到越南国土上。于是，我又电话详细地采访了远在四

川的老鲍，写成了报道。结果，10月14日《新华日报》以《射阳十亿株湖桑苗“栽”到越南》

为题刊出。用老鲍的话说：“要感谢党报帮助我宣传啊！” 

交待背景 

一个再好的厨师，也离不开酱、醋、油、盐等调味剂，否则怎么也烧不出像样的菜。我觉得新

闻背景就好比烧菜用的调料。当然，这个调料并不是指那种泛泛而谈，用一些华丽的词语来修

饰，而是指一些必须交待的背景。段金芳、陈振华母子俩义务扶助渔家子弟读书“爱心接力”

的事迹，我自始至终跟踪采访，先后在《人民日报》华东版、《新华日报》、《扬子晚报》报

道过多次。今年春节前，我偶然来到陈振华家，正好碰到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颁奖会，只见陈振

华将奖金发给段纪根、段纪华等4位寄住在她家的品学兼优的渔家子弟。于是，我抓住机会深

入采访，挖掘到一些新的素材，又将母子俩的背景简单交待，写了消息《渔家女陈振华自费设

立奖学金》。结果，2月4日的《新华日报》上刊用了，《盐阜大众报》、《盐城晚报》也都在

一版显著位置刊登。令人想不到的是，2月13日的《人民日报》华东版、2月8日《农民日报》

二版，也都发表了这则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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