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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挖掘贫困地区的新闻资源 

时间：2003-3-27 17:41:07 来源：中国新闻研究中心 作者：王方杰 阅读2411次

  

  编者按：本文作者刚调入人民日报几个月，就到甘肃驻站；驻站一年发稿600 

多篇，相当于8年的额定任务，列人民日报记者部驻站记者发稿量排位第一名。 

下面这篇文章是作者在甘肃驻站一年的实践体会。细阅此文，读者不仅能感受到 

人民日报一名驻站年轻记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也能听到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新 

闻记者如何去发现和挖掘新闻资源的经验之谈。 

  在过去的一年里，作为一个经济欠发达地区的驻站记者，我在人民日报发稿 

177篇，在人民网、市场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发稿500多篇（与人民日报发稿有重 

复），相当于完成了自己8年的额定任务。尽管很多稿子追求的是数量，整体质 

量上还有较大的提高余地，但不少领导、同仁却给了我热情的鼓励：“在新闻资 

源并不丰厚的甘肃地区，一年能写出这么多的稿子，实属不易。”从内心来讲， 

虽然此前我在其它报社做过13年的记者，也曾多次获得过新闻奖项，甚至还侥幸 

获得过两次中国新闻奖，但作为一名刚调入人民日报的“新兵”，能顺利地实现 

角色的转换和过渡，我确实感到欣慰。《新闻战线》的编辑让我谈谈如何挖掘贫 

困地区的新闻资源，我觉得有这么几点体会———努力训练“新闻眼”我同意这 

样一种说法：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只是缺少发现。在新闻资源上，并不存在绝 

对的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新闻的多少，并不和经济发达程度完全成正比。只要 

你有一双“新闻眼”，即使是在贫穷落后的地区，也可以发现不少新闻。 

  在培养训练一个人民日报记者的“新闻眼”上，我要特别感谢人民日报社领 

导和记者部领导给我提供了宝贵的学习机会和舞台。在2002年，我有幸参加了“ 

两会”报道、《“三个代表”在基层》大型采访报道活动。其间，报社老总亲自 

指挥部署，有关领导精心策划，从记者部到编辑部各编辑环节全力支持，使我有 

充分的机会学习和理解：作为党中央机关报的记者，最应该培养的是政治意识、 

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是高出一筹的思想功力，是对客观局势和实际生活的深刻 

把握能力。作为地方驻站记者，其思想功力和见解越高，就越能抓住一个地方的 

特色，越能发现新闻，提高稿子的见报率。很多名记者、老记者的成功实践说明 

了这一点。这方面的不足，也正是年轻记者和老记者之间的差距，也是我的努力 

方向所在。 

  刚调入人民日报几个月，就到甘肃驻站。论思想功力，和报社的老记者相差 

万里。论对当地实际情况的了解，我当时面临着人地两生的双重挑战。为了培养 

自己的“新闻眼”，我只能以勤补拙。在编辑部值班的几个月内，我把近几年人 

民日报的索引本翻阅一遍，把人民网、新华网上对甘肃的报道和介绍查阅一遍， 

同时做了大量的储存和摘录。到了甘肃之后，每天查阅当地报纸、地方志以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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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省情介绍，了解当地的历史沿革、人文景观、风土人情，一年来我翻阅查看 

了数百万字资料，力图最大限度、最快地进入角色。 

  甘肃是一个偏远的欠发达地区，全省86个县、市、区有一半是贫困县。2000 

年，全国小康实现程度为96．86％，而甘肃省小康实现程度仅为72．83％，如果 

按现有的发展速度，甘肃省到2010年才能整体实现小康，比全国晚了整整十年。 

在小康建设的16项指标中，甘肃省有7项差距还比较大。因为干旱少雨，这里生 

态环境恶劣，部分地区的沙漠化现象仍在加剧；社会经济发展环境、思想解放程 

度还亟待改善和提高。 

  与发达地区相比，甘肃是落后的，但在改革开放尤其是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 

发战略之后，这里的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建设、重点项目建设好戏连台，亮 

点频闪。 

  在西部开发的大背景下，我力求以全国的发展为参照系，以甘肃的变化为载 

体，以当地特色为突破口，来选择甘肃的新闻由头和素材。这样做的结果，使我 

发现：即使是在甘肃这样的地方，也到处是新闻资源。甘肃省的新成就、新气象 

和新变化，甘肃干部群众在应对一系列困惑和挑战中做出的艰苦努力和取得的丰 

硕成果，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新闻资源。努力凸显地方特色地方因特色而吸引 

人，新闻因特色而获得生命。 

  江南有小桥流水人家，荔枝、龙眼、无花果，西部有阳关三叠、关西大汉， 

葡萄、百合、哈密瓜。扬长避短，找准地方特色，不仅是一个地方发展经济的要 

诀，也是一个新闻记者立足的基点。 

  2002年，浙江省出口创汇160多亿美元，在全国排第一。同年，甘肃省出口 

创汇终于结束了连续多年徘徊不前的局面，实现了历史性增长，数量是多少呢？ 

5．4亿美元。如果写甘肃在外汇出口上如何与沿海一较短长的新闻，就显得非常 

可笑。但换一个角度，也许就是另外一种情形了。我注意到，甘肃有个连城铝业 

集团，2000年出口创汇还是零，2001年一下就达到7000万美元，到了2002年，达 

到1．25亿美元，占了甘肃全省的1／4。这就是新闻了。 

  别说是在地处偏远的西北，即便是在沿海地区，要在短短的两年时间，实现 

这样的跨越也是令人吃惊的。 

  我认为，如果进行深入的采访挖掘，这里就应该有新闻了。 

  当然，这还不是甘肃的特色。甘肃最根本的特色是严酷的自然条件、落后的 

基础设施、欠发达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干部群众为改变这种状况所做的各种努力 

和成果。这些方面的任何突破和改变，都是新闻。 

  比如，甘肃地域狭长，东西相距1650多公里。过去，交通不便，行路很难， 

从兰州到邻近的天水、武威，要走七八个小时。这几年，随着道路状况的改变， 

时间逐渐缩短，到2002年底，减少到了两三个小时。交通方面的突破，就是甘肃 

新闻资源上的地方特色。 

  比如，甘肃干旱少雨，到处是荒山秃岭，童山濯濯。在兰州南山———皋兰 

山上，种活一棵2米高的针叶林木，造价在5000到8000元。而国家在西部大开发 

中的一个重点就是退耕还林还草，植树造林种草。退耕还林、植树种草上的重大 

举措或项目，也是甘肃新闻的地方特色。 

 



  再比如，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燃料结构，兰州大气污染严重，曾是全国污 

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人民群众对治理大气污染有着极大的期盼和呼声。这方面 

如果有任何大的进展，就构成了极具特色的西部新闻。事实上，2002年，有关大 

气污染治理或以此为背景的报道，我至少写了10篇，并且都被编辑部选用了。不 

仅如此，甘肃还有着其它非常明显的地方特色。这里戈壁大漠苍茫雄浑，千古名 

胜嘉峪关、莫高窟天下独步，月牙泉、鸣沙山风景迷人，遐迩闻名；10多个少数 

民族风情如画；庆阳地区曾是陕甘宁革命老区；甘肃的石化、钢铁、有色金属工 

业在全国举足轻重；甘肃还是全国六大牧区之一，甘南草原、山丹草原，山青水 

秀，牛羊成群。如果把这些地方特色抓住了，也就不愁没新闻了。 

  努力在深入上下功夫新闻的功夫在深入上，新闻出彩也出在深入上。 

  只有深入实际，深入生活，深入群众，才能更深地了解政策法规在贯彻落实 

过程中出现的新经验、遇到的新问题，才能搭准时代脉搏，了解人民群众的呼声 

和要求，写出深度报道和反响强烈的新闻作品。 

  深入，首先要体现在深入实际上。甘肃有14个地、州、市，在一年之内，我 

的足迹踏遍了11个地、州、市，行程数万公里，不仅采访了机关、企事业单位， 

也采访了部队、学校、农村等基层单位，平均每天写稿1条多，得到了多方面的 

高度认可。甘肃省委宣传部认为：“人民日报甘肃记者站2002年对甘肃的报道， 

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是历史上最好的一年。” 

  深入，体现在不断的学习和研究上，从而让自己对新闻事件具有更好的把握 

能力。经主管老总出题、记者部领导指点，经各编辑环节的精心编辑，我采写的 

《脱贫攻坚再现党员先进性》一稿获得了2002年度人民日报驻地记者特别新闻奖 

。这篇稿子讲的是甘肃省定西县太平村党员带头致富并带领群众致富、永葆党员 

先进性的故事。当初，我感到为难的是：党员带头致富，是否和党一贯主张的“ 

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原则相冲突？在接受指导的过程中，在深入采访的过程 

中，我逐渐认识到：党员带头致富，但富不为己，而是带领更多的群众致富。中 

华民族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太平村党员的做法，是农村 

、尤其是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农村党组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与时俱进、永葆活力的 

积极而有效的尝试，它对农村经济发展和党建工作，有着很强的指导意义和现实 

意义。当初，编辑部就敏感地意识到了此事的新闻价值所在，而我却感到不好把 

握，正是对问题研究不够、深入不够的表现。 

  深入，体现在对新闻事件的多方位思索、观照和报道的客观公正上。所谓深 

入，就是更全面、更客观、更公正。在采写深度报道、批评报道时，只有采访当 

事双方和多方，听取更广泛的意见，才能使报道做到深入和有针对性。深入，还 

体现在对专家、权威人士的“思想库”的借用上。记者不是专家，但可以借用专 

家的脑袋。站在巨人的肩上，庶几可获得高人一筹的视野和眼界。几乎我写的所 

有深度报道，都取巧于借用专家的脑袋。在驻站之初，我就通过网络，通过有关 

部门，建立了自己多个层次、多个方面的“思想库”。关于退耕还林、关于沙漠 

化治理、关于交通建设、关于西部大开发战略、关于区域经济发展、关于扶贫方 

略……我都分门别类，尽可能地多了解一些专家的意见和背景资料。在采访具体 

新闻事件时，我也尽可能听取专家的意见和看法。比如，《黄河边只能卖黄河啤 

酒》的报道，《兰州出租车挑战政府定价》的报道，我因为写进了甘肃省社会科 

学院院长周述实和甘肃省消费者协会秘书长赵国文的意见，就使整个报道跳出了 

就事论事、零敲碎打的格局，增加了厚重感、普遍性和指导性。 

  （作者是人民日报驻甘肃记者站采编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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