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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节目是地方台的独家优势，因为我们所传播的新闻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如果我们将这一

优势丧失掉，那么，地方台的竞争力和生存力也将丧失。 

新闻，是市、县台的主打的节目，有的县也可以说是唯一自办的节目。新闻节目质量的好坏决

定一个台舆论的影响力。 

新闻节目又是地方台的独家优势，因为我们所传播的新闻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如果我们将这

一优势丧失掉，那么，地方台的竞争力和生存力也将丧失。 

因此，必须提高新闻编排的水平，尽快提高新闻节目的质量。 

从目前市、县台新闻节目反映的问题看，要提高新闻编排的质量，必须注意解决以下几个问

题： 

1、新闻编排要围绕中心、关注百姓、不能偏离中心、疏离群众。 

新闻,是媒体喉舌功能的集中体现，导向永远是第一位的。 

新闻编排要有大局意识、中心意识。要紧跟中心，而不能偏离中心。应当说新闻宣传的重点，

都是根据不同阶段的中心工作和全局工作的要求确定的。当前,我市的全局工作就是“规模推

进，加快发展”，从阶段性中心工作看，重点就是如何瞄准市场，调整结构，组织和指导农民

搞好备春耕生产的问题。但，从调阅4月2日各县(市)台新闻节目看，个别县（市）台的新闻节

目除领导活动报道外，其它新闻反映的都是部门非中心工作的边缘化信息，做为党和政府喉舌

的媒体,在舆论引导上如果长期偏离中心的话,其舆论导向、舆论方向就值得思考了。围绕中

心，关注大局是新闻党性原则的体现，也是我们的职责所在。因此，围绕中心搞好舆论引导是

媒体的首要职责，必须紧跟、紧跟、再紧跟，围绕、围绕、再围绕。讲紧跟，首先，就不能迟

滞延缓，舆论落后于中心、落后于形势，要有“春江水暖鸭先知”的新闻敏感，所谓舆论先行

就是这个道理。其次，紧跟不仅仅是个新闻的数量要求，更重要的是质量和深度的要求，讲质

量和深度就要紧紧围绕各级党委、政府的重大战略部署，围绕从全局高度、战略高度采取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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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举措组织报道，准确阐述中央精神、和市、县委的重大决策，及时传递宏观信息，及时发现

带有顷向性的苗头和问题，恰如其分地总结新鲜经验。要紧紧围绕实际工作中迫切需要解决的

棘手问题组织重点报道，为基层和实际工作者提供发展的思路，解决问题的办法和破解各种难

题的信心和勇气 。 

遇到重大问题，疑难问题和热点问题，不能采取回避的态度，要知难而进，在“公布事实”、

“明辨是非”、“指出利害”、“揭示趋势”上下功夫。要遵循舆论引导的“可信性原则”、

绝不允许按照主观臆想和愿望“打扮事实”；要遵循舆论引导的“权威性原则”，进一步增强

受众对广播电视新闻宣传的可信度；要遵循舆论引导的“贴近性原则”，善于从人民群众关心

的内容、角度入手，把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同人民群众的关注点有机地结合起来；要

遵循舆论引导的“渐进性原则”，把舆论引导特别是对疏导情绪、解决矛盾和问题，作为一个

过程来理解,要循循善诱不能刮风犯急性病,更不可不分层次和策略的狂轰乱炸。因此说，紧跟

不能搞浮光掠影式浅表化的东西，不能只是线性的一般化的报道，不是平面的，单调的，歌功

颂德式的宣传，要轻重有序，错落有致，富有节奏。 

紧跟中心，不能疏离群众,要契合群众的心理需求。在报道中心工作时，不要忘记群众的所思

所想所盼所愿，选题策划既要站在全局的高度，又要关注群众的心愿，要善于把中心工作的重

点，同群众关注的热点，把中心工作的难点,同群众切盼的焦点有机结合起来，把党和政府要

做的和群众要求的，把我们“想说的”同“群众想听的”统一起来，使我们的宣传既让党和政

府满意,又让人民群众喜爱。 

紧跟要把重锤敲在点子上，不能盲乐乱打，更不可随意妄为乱敲边鼓。要加强对全局工作、中

心工作的了解和把握，加强对社会舆情的研究和分析,对形势的冷静观察和思考，随着中心工

作的推进和社会舆情及形势的变化做出舆论引导的呼应，既抓鼓动统一思想，又抓典型指导推

动，还要深入剖析，搞好预警。 

紧跟不是盲目，紧跟不是应付，紧跟也不是舆论一律，紧跟要有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史命感，

要自觉融入时代、融入大局、融入中心，贴近社会、贴近群众、贴近生活。注意对群众思想观

念的引导，对社会情绪的调整，对矛盾和问题的疏导与协调，对有碍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落

实，对损害大局和群众根本利益现象的监督，增强报道的思想性、启迪性、针对性、贴近性和

影响力，这才是积极的有为的紧跟，只有这样才能牢牢把握舆论引导的主动权，才不致于使我

们的中心工作的报道处在一个平面和飘浮的状态，也不致于动态的东西报道之后，不知往那里

深入，迷失方向，这才是不偏离中心，不疏离群众的紧跟，也可以说是党委、政府需要的，是

人民群众所欢迎的。 

2、新闻编排要突出主题，不能没有灵魂 

新闻编排没有主题，没有明确的编辑思想，就不叫新闻编排。现在有一种现象应引起足够的重

视，就是不重视新闻组合主题思想的体现，用新闻的主题，代替新闻组合的主题，使新闻组合

如同一盘散沙，提不起神来。 

要正确处理新闻编排的主题与新闻主题的关系，新闻的主题是对所报道新闻事实蕴含的主题思

想的提炼，他所体现的是这一新闻的主题，而新闻编排的主题，是一期新闻组合节目的旗帜，

是一个阶段编辑思想的体现， 是统领所有新闻的纲。有时主题蕴含在新闻编排之中，通过对

节目的选择和编排体现新闻中要表达的主题思想，比如，一个主题明确的新闻组单元，虽然我

们没有直接去表明这个主题，但选择相对集中的体现一个主题的稿件所揭示的主题却是明确

的。今天早晨5点中央四套的中国新闻的一组编排就体现了这一特点。这期组合共分二个新闻

组单元，第一组共有四条消息： 

①胡锦涛致电玻利维亚总统桑切斯就玻北部地区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表示慰问； 



②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会议研究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 

③电视专访卫生部长张文康谈非典型肺炎疫情及防治措施； 

④卫生部与WHO就非典型肺炎进行有效合作。第二组是关注伊拉克的战事。 

这一期节目的主题体现在第一新闻组单元中，即人文关怀的主题。表明了中国政府对国内外发

生的灾难和疫病中的平民百姓的深切关怀。有时，新闻组合的主题需要在节目编排中鲜明地亮

出来。如编排中挂牌的栏目，这个主题就是鲜明的，人们一看就知道你宣传的重点，主题是什

么。这不仅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题，而且也是一个阶段的编辑主题。但栏目的主题，又不能代

替本期节目的主题，栏目的主题是阶段性的，但当期节目的主题可以在栏目主题的统领下有所

侧重，比如绥化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中的《牢记“两个务必”，实践“三个代表”》的栏目，主

题思想非常鲜明。推出佘树德的典型，体现的是艰苦创业，勤俭为民的主题；推出其它典型，

由于典型事迹不同，其所传导的主题也就不同。新闻传播最忌讳的是单一层面和同质重构的典

型宣传。千人一面的宣传效果并不理想。《推进潮》栏目也是一样，这个栏目是根据市委提出

“规模推进年”这个中心任务确定的，规模推进涉及六个方面，如何组织报道？如何使每一期

节目都能有一个明晰的主题？这就需要认真策划，既要体现六个规模推进的总体思想，又不能

一锅煮分不出层次，既要统筹兼顾，防止顾此失彼，又不能不分节奏的单向平推。我们策划的

思路就是紧随推进脚步，用大型系列报道的形式搞好跟踪报道，每个规模推进项目，确立一个

系列报道主题，每天观注一个方面，具体宣传中根据工作进展。有启动、有进展、有典型、有

问题剖析、有成果展示。这样，每天栏目的内容不同，其主题自然就不同了。 

需要指出的是，栏目主题鲜明，并不等于每期节目主题就突出了，要突出主题，必须加强对每

一期节目的策划，不能清一色，要多样化，不能单侧面，要多角度，只有从不同角度去强化主

题，这样本期节目的主题就明晰和突出了。 

3、新闻组合要十八般武艺各展所长，不能只用一种常规武器。 

新闻组合讲求新闻体裁的多样性。要根据报道任务和报道重点对新闻进行体裁架构的设计。 

比如，对于重大火灾这样突发事件的报道，就要根据突发事件的进展和受众对事件不同侧面关

注的需求，选择不同的报道体裁，以增强其宣传效果。既要有动态的消息，报道何时、何地发

生了火灾；也要有火灾抢险，灭火或抢救被困人员的现场报道；还要有对火灾原因的分析性报

道；如果这是个火灾多发部位，又要有背景报道。因为火灾发生的原因、火灾造成的损失、人

员伤亡情况和由此引发的其它方面的变化，以及社会各方面对火灾的关注等等呈现一个连续的

过程，那么，作为突发事件的报道，为契合人们急于随时了解整个事件发生发展变化的前因后

果，就需要进行连续的报道；火灾原因查清后，为了警示和教育，强化对火灾教训的认识，还

需要配发评论或编后话。这样一个事件性报道，可以说根据不同报道任务的需要几乎用上了所

有报道手段。非事件性报道也是如此，一个典型或一个对全局工作具有指导意义的新闻，除了

要发消息，系列报道外，还要 发言论。 

总之，报道体裁是根据报道任务需要确定的，一定的报道内容或任务，需要运用不同的体裁，

一定的体裁体现一定的宣传效果，如果不管什么样的宣传 任务，只是采用动态的消息体裁就

达不到宣传效果，同时也显得单调呆板。因此，要十八般武艺各展所长，这也是提高新闻宣传

质量的一个重要方面。 

4、新闻编排要突出时效性，加大信息量，不可少、慢、劣、浅。 

电视新闻要以快取胜，它在时效性上要求的是今天，是刚刚或正在发生、发展的事实。从3月

20日到现在，中央电视台1套和4套节目对伊拉克战事24小时进行实时报道，满足了人们同步获



得战争信息的需求，这种同步实时的多侧面的战事报道，吸引了所有人的眼球，有资料显示，

CCTV－1、CCTV－4近期的收视率是最高的，比网络媒体报道还快，还充分，文字和视频，同声

传译以及军事、国际问题专家的座台分析点评，这些手段的综合运用充分体现了电视的优势。

消息类新闻必须狠抓当日新闻，多播发正在发生的事实，尽量消灭"目前"，"近日"或干脆没有

时间元素的新闻，对市、县台新闻时效性的要求，市级台当日新闻要达到80%，县级台要达到

50%以上。这不是能不能做到，而是必须做到的问题，不然，我们就没有竞争力，受众就要疏

离我们，我们也就要失去生存的价值。 

新闻组合要加大信息量。增大信息量，就要求把稿子写短、写精，要挤掉水份，要剔除无效信

息，尤其是会议报道不要照搬领导讲话，要加强对会议和领导讲话的解读，要把解读出来的新

闻报道给受众，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短而精，短而准，短而有信息量。10分钟的新闻组合理想的

条数12条，15分钟的新闻理想的条数18条，当然这需要记者和编辑的共同努力，也需要有关方

面的理解和配合才能做到，不管怎样，我们自己首先要有这个意识。 

5、新闻编排编辑要主导，不能无所作为。 

新闻编排考量的是编辑驾驭全局和策划组织报道的能力。编辑在新闻宣传中是具体的策划者和

组织者。 

必须明确和强调这样一个观点，策划并组织好报道是编辑的第一要务。 

总编辑是全年和阶段性重大宣传战役的宏观策划者和组织者，执行副总编则是中观宣传的策划

和组织者，根据宏观编辑思想设计好每一个阶段的宣传计划，策划好每一个阶段的宣传重点、

宣传选题、宣传形式和力量配置。那么，编辑就是要在宏观编辑思想指导下按照中观宣传计划

要求，对每一期节目进行具体策划和组织。 

编辑是新闻报道的灵魂，是运酬帷幄的军师。对报道什么、怎样报道、何时报道、报到什么程

度，从什么角度报道、报道形式、报道体裁的选择，报道力量的配置，报道效果的预测都起着

十分重要的作用。 

编辑要提高对战役报道的全方位的策划，对常态报道的创新性策划，对突发事件的临机快速策

划，对重大报道的整体策划的能力。 

编辑的策划是一个系统的、贯通的、连续的过程，不是零散的、孤立的、断面的点式策划。因

此，编辑必须胸有全局、必须吃透"两头"的情况，必须对世界形势，对国内形势，对省内、市

内形势有一个准确的判断和把握，必须增强新闻的敏感性，新闻价值的判断力，新闻报道的组

织协调能力。要把握新闻宣传的主导权，当好策划者、组织者、把关人。 

编辑要学会并娴熟地运用一些编辑技巧。 

电视新闻是顺序传播，观众收看也只能是从前往后的顺序收看，不象报刊可以选择，因此新闻

编辑必须讲求艺术。一档节目，要有轻重缓急，波澜起伏，靠多个新闻组单元制造多个看点。 

首先，要选好头题，扬起龙头。 

头题新闻是当期节目的龙头，直接体现编辑的意图，代表一期节目的质量，代表当天宣传的方

向。对观众来说，头题新闻能否吸引观众直接影响到他们收看新闻的兴趣。 

选好头题，必须打破传统的按照领导官阶职级来编排新闻的习惯，这不符合新闻传播的规律。

导向性决不是领导化。所谓头题，应是那些体现导向性、针对性、典型性、经验性、成就性、

问题性、启示性以及社会影响大，观众最感兴趣的题材。有些重要会议和主要领导的重要活动

 



也可以选作头题。 

那么，头题从何处选呢？就是要在重点工作报道中选，在战役报道的重点报道中选，在群众关

心的热点问题中选。 

领导活动和会议报道选作头题，编辑、记者要加强对会议和领导讲话的解读，要解读出新闻

来。抓会议新闻，就要特别关注会议决定了什么，会议解决了什么问题；领导讲话中突出强调

了什么，对某一方面问题的态度，领导讲话中传导出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话语。这些都是构

成会议新闻的元素，依据这些元素写成的新闻才有新闻价值。这样的新闻上头题，再配以相关

的报道，构成一个新闻组单元，就不仅突出了新闻主题，而且也具有了较高的新闻及宣传价

值。 

领导活动报道也是一样，领导活动应当说都是有其目的性的，一般要求报道，都是因为领导活

动对推动工作，解决问题具有指导性和针对性，为什么报出来的东西没有新闻？主要原因是我

们的记者没有捕捉到，我们的编辑在处理这类新闻中没有挖掘出来。记者在随同领导活动时，

必须要注意扑捉领导活动的意图、目的是什么。如果是调研活动，那么，就什么问题调研，这

个调研背景，调研与将要形成的工作思路，与即将出台的政策，与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是什么关

系，调研当中，就哪一个方面工作或问题提出了哪些新的思路、新的思想，有了什么新的举

措。如果是检查工作，发现了工作中存在的那些问题，发现并肯定了哪些典型和经验，对解决

问题的态度和措施等等这些就是构成领导活动新闻报道的新闻元素，发现并抓准了就可以写出

很好的领导活动的新闻来。因此说，记者不要单纯关注领导活动行程，而要关注领导活动的内

容和传导出的有新闻价值的东西。 

领导活动的新闻镜头要有所选择，要注意领导形象的社会性。领导活动不要有前呼后拥、车水

马龙、指手划脚、脱离群众、回避问题和矛盾的镜头。领导活动的镜头要多抓取并传导有新

闻、有信息量、突出个性并且与群众打成一片，关心群众疾苦，敢于碰硬，解决困难和问题的

信息。突出了这些 新闻也就有了看点和份量。 

电视可以树立好的领导者形象，也可以毁了领导者形象。如果，一个领导者经常是剪彩、揭

幕、迎来送往、下基层前呼后拥、走马观花、不解决什么问题的画面，群众就会说，这是个不

干正事的领导，就要毁了这个领导。 

选头题要有良好的政治素养和驾驭全局的能力，要有吃透两情的本事，选择好一条重要的头题

稿件，只要这个头题对推动工作，推广经验，具有指导价值，那么，把领导一般性活动和一般

性会议报道放在头题之后，我相信领导也是会理解和支持的。 

其次，优化组合，编排要巧 

新闻编排，要根据具体情况、采用不同的编排方法。主要有三种常见的方法：组合排列、对比

排列、综合排列。 

组合排列，就是把同类题材或内容相近或有内在联系的新闻排列在一起，使之形成一组，在一

期节目中形成重点，深化报道思想。但这种排列组合，决不是同质同层面的一个角度新闻的堆

砌，应是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反映同一主题相关题材的组合，它要求各条新闻内容互为背景以

增强新闻内容的厚度。同时，要将编辑的观点寓于编排之中，客观上起到评论的作用。一般主

题性重点报道大多采用这一组合方式。 

对比编排，就是把内容反差很大的新闻编排在一起，以鲜明的对比冲击出思想内涵，给观众留

下深刻印象，鲜明地体现编辑对新闻的评价作用。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旗帜鲜明，产生积极

的舆论导向。这就需要增强编辑的策划和编辑意识，记者抓到一个反面题材，为了强化宣传效

果，编辑就应当与记者一同去挖掘正面典型的题材，编成一组，体现明确的导向性。 



集纳式综合编排，是把同类题材综合在一起编成一组综合新闻。这样的新闻单独一条一条播会

给人以类同单调之感，综合一起各取其有特点部分，以综合优势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一般

的纪念性节日活动，如学雷锋纪念日、消费者权益日、五一劳动节等都采用这种组合形式。 

中央台在今年对“两会”讨论组报道时也采取了集纳式综合编排形式，为了分出层次和主题，

在不同内容、不同主题之间运用片花主题词提示的形式将相关的内容集纳在一起，从不同角度

全方位地展示了讨论的内容。这样编排既主题鲜明，层次清晰又有新闻的厚度和从不同角度探

讨问题的深度。 

总之，新闻编排要研究的问题很多，要解决的问题也很多，需要在新闻实践中不断摸索、实

践、创新，只要肯下功夫，我们新闻编排的质量就会有一个明显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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