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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材出新，主题创新，视角变新，是深度报道采写中通常采用的三个基本方法。可以说，题材

出新，是主题创新的基础，而视角变新，是起始，服务于主题的进一步展开；三者相互相承，

又各有侧重点与不同点。结合本人所采写的深度报道，谈谈感想，以求共识。 

题材出新。我们正处在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的时代潮头，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给

我们新闻工作者提供了诸多的新闻源头，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新题材。这里所说的题

材出新，则侧重于如何从老题材中找出新规律，突出新亮点，写出新意来。老题材出新意，主

要是题材的刷新，围绕一个新字，将老题材写活，写出新情况，变化新内容。辩证唯物法告诉

我们，事物都在发展变化，不会一成不变。东山芦笋是东山县农村农业农民上个世纪80年代

初，产业经济调整后，发展起来的事关“钱袋子”和“米袋子”的支柱产业；20多年的种植，

使80%以上东山农民致了富，可也遭了骂；不敢说该产业是东山农民赖以生存的依靠，起码可

以说是，该县农村农民生活状况的“晴雨表”。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发育不全的

农业经济产销体系和小农经济意识，成了制约该产业发展壮大的“瓶颈”，在市场经济这只看

不见的手的左右下，近几年来，东山芦笋的价格，一路滑坡，因价格问题所亮起的农民卖难

“红灯”，就是一个“注脚”。解剖“三农”深层次问题，作为新闻从业人员来说，责无旁

贷。本人关注这个老题材时发现，本县的芦笋罐头，至今竟然没有商标！长期出口外销的罐头

产品，全部寄人篱下。于是就决心采写一篇立足芦笋这个“老题材”中产生的新问题——“三

农”经济在产销体系中的价格症结。因为带着问题去思考，切入点虽然仅仅是东山芦笋的老题

材，但其笔墨的始终指向却围绕着农业产业经济中产销体系如何发育、健全和完善等新问题来

展开。因此，通过对所采访素材的多次筛选，最后确定了从三个层面使题材出新：东山芦笋的

价格症结、保护品牌的重要和市场开拓的关键；并认真做到典型性例子与观点阐述相济、材料

分析与事件性举要结合、症结解答与事实证明相佐证，并试图给“三农”这一问题中带有全局

的“广普性”难题，一些新的启示以及产销方式一个较好的引导。为此，我客观公正展示了芦

笋价格下跌的灰色一面，同时也辩证而鲜明地阐述了事例和观点，从深度上做好带有普遍意义

文章。所以我想，深度报道新闻，如果能够以点而带面，从而给“广义”上的“三农问题”些

许启迪。因为从老题材中挖掘出新内涵，突出“三农”产销新问题，解剖经济运行新症结，老

题材也就有了新“亮点”。我想，果如是其报道也许就可以深而有度，实中加深，深里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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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能够克服华而不实的弊端与空洞无物的毛病。该报道《东山芦笋，何日东山再起？》，被

《福建日报》发表于今年10月19日的4版头条，还被评为当月的通讯员好稿篇目。 

主题创新。要保持增强舆论引导的影响力和指导性，新闻工作者就必须有开阔的视野和敏锐的

洞察力、着眼点和立足点，而这种功夫，就在你所要表达的新闻主题思想。因此，我们在表现

新闻事件之时，除了对新闻要素进行恰如其分的“优化组合”，一定要以最具典型的事例落

笔，以最能揭示主题意义的点上开端，使文章的题材要素紧紧围绕所要阐述的主题服务，并能

从一定广度上深化主题，而不要以事论事。去年初，笔者在本县的几个重点渔区采访时得知，

当地的许多渔民经常到海上加油，而不在岸上购买油料。究竟为了啥？本人觉得奇怪。通过了

解，原因大致有：便宜、方便。就本人所了解到的情况，每吨船用柴油，可以节省300多元。

为什么会比岸上便宜许多？再次深入采访，我又发现，在这个“便宜”的事件背后，蕴藏着一

个令人吃惊的“黑幕”——海上的黑油交易！这可是一个重大的题材。历经一番艰难的调查，

黑油交易的内幕，逐渐露出冰山一角。如何表现这个题材的大主题，从中揭开“海上黑油交易

的重重内幕”？我颇费思量。最后通过几次的比较、筛选，我选择了面临开渔，而本地油商却

因没有人来购买柴油而大部分行将关门这一典型性事例，把主题深化先聚焦到油商这个点上，

再由此选择了“黑油交易内幕”发生的原因、产生的危害、打击的重点等要素并由此千丝万缕

地深挖题材中的主题深度。我觉得，这样表达有利于将该主题从三个层次上创新：一是事件

新，走私柴油流向渠道为海区作业的渔船，并具有流动性范围大（跨省区贩卖）、隐蔽性能力

强（伪装成渔船）、区域性打击难（耳目多）等特点；二是主题新，走私分子具有规避海关监

管和逃避巨额税收该的故意，更重要的是，博得渔民的欢心，减少了被举报的危险性，这是一

种新形势下，油料走私的一种新动向；三是意义新，要解决这个问题，可能单靠海关、边防等

职能部门的“单体”行动，根本不能触及其毫发，必须采取宣传教育、大范围联手、多部门合

作、长效性监管等，才能够震慑和治理这种犯罪行为的日益猖獗。由于该报道从这几个方面创

新，深化了主题，文章先后在《福建日报》、《闽南日报》、《中国海洋报》、《中国渔业

报》发表，并加了编者按；还在《福建新华内参》、《福建日报内参》刊登后，引起省委、省

政府主要领导的重视，作了重要批示，还由此专门召开了全省有海关、边防、公安、渔监等多

个部门协同作战的打击海上走私黑油专项行动。 

视角变新。一是的聚焦点变新；聚焦，就是凝聚最能吸引人的视角焦点，在切入时，把文章所

要表达的主题思想，凝聚到一点上，提纲契领式地将主题贯注于此。二是起点落笔出奇。奇，

并不是猎奇，而是奇在情理之中，又意料之外地使人叫好。而这种落笔出奇，是画龙点睛式，

是功夫在篇中的出奇。三是视点开篇创新。创新，着力点在于创字，视角要有新意，不要老生

常谈，平铺直叙，落入俗套，而是要精选素材中最为可以创出新火花、新形式、新表达的新闻

事实，突出表现好文章的开篇。聚焦出新、落笔出奇、视点创新是视角变新的三个不同侧面。

今年7月底，笔者在即将是渔区渔民的伏季开渔之时，多次听说本县的宫前、沃角、铜陵等几

个渔业主产区出现工荒。但是，由于只是“道听途说”，没有确切的事实根据，本人也将信将

疑。可是，就在临近开渔的前两天，这种传闻愈演愈烈。我觉得，这可能又是一条较为重要的

新闻，因为据我所知，长期以来，我县的宫前、沃角、铜陵等重点渔区，并不缺少帮工。一者

本地就有工源，二者许多外地的打工仔长期受雇于东山渔家。是否是以讹传讹？我也觉得把握

不准，就决定深入渔区采访看看究竟缺工到了何种层度，是和缘由造成的。几经采访，亲身经

历了“争先抢人事件”、“渔船望洋兴叹”、“高价请帮工”等事实之后，我才发现工荒的事

实不仅存在，而且还挺严重的。缺工，本身就是一种新奇的现象，再加上面临开渔，这时候的

缺工，本身就是一个很新奇的新闻事实。通过再次深入渔区、码头、车站的多方采访，我及时

地了解到工荒的事实以及缺工的来龙去脉等。可以说，要写一篇揭示工荒深层次缘由深度报道

新闻足矣。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选择切入新闻事件的视角。开篇我从“新奇”入手，并在

“奇”中出“新”，把渔区面临“开渔却缺帮工”的这一奇特现象摆出来，一下子抓住受众消

费新闻的心理，让他们的心先“悬”起来，吸引住他们的眼球，再展开新闻的事实。选择这个

视角切入的好处自然得出奇制胜的结果：编辑看中，受众也欢迎。这篇报道在今年的8月9日

《福建日报》“热线新闻版”头题发表后，先后在《中国海洋报》、《中国渔业报》、新华社

等重要媒体发表。《福建日报》还把这篇题目为《工荒困扰蝶岛开渔》的报道评为当月的通讯

 



员好稿篇目。 

无论是题材出新，还是主题创新，或者视角变新，都必须服从一个指导原则，就是在采访时，

就应该有目的地去挖掘题材的内涵、思考新闻的主题、发现视角的亮点。这样，深度报道才能

深入浅出，揭示社会现象，进而关注热点、剖析难点、引导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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