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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市报特稿存在的几个问题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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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９６年７月１日，华西都市报率先在全国推出每天一个版的“特别报道”，即“每天

一个长篇故事”，由此首开特稿先河，特别报道很快成为华西都市报最具特色的拳头栏目，涵

盖案件、人物、事件、热点四大题材的"特别报道"，集故事性、可读性、真实性、政策性于一

体，以后全国有几十家报纸纷纷仿效，形成席卷全国的"特稿大战"。地市报特稿经过几年的发

展，呈现出蓬勃的发展势头，一批好的特稿见诸版面。但是，地市报特稿存在的问题也是显而

易见。  

  一、目前地市报特稿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地市报的特稿，主要存在以下几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1、题材单一，缺乏多形式  

  笔者最近从网上查阅了几十家地市报的特稿，从这些特稿的题材来看，都比较单一，绝大

多数都是社会类的婚外恋、凶杀、案件等稿件，稿件的写法和模式都比较雷同。《一个未婚妈

妈的辛酸泪》、《女研究生错乱留学梦》、《一个大学生的堕落轨迹》、《寻梦女梦断借腹生

子》、《无端猜疑酿悲剧》、《悲剧缘自畸恋》、《心胸狭窄毁了两个家》从这些标题来看，

就可见一斑。据对某报８至１０月三个月的特稿统计来看，有三分之二是关于社会类的婚外

恋、凶杀、案件之类的稿件。  

  2、稿件质量不高  

  由于地市报记者编辑缺乏,平时疲于应付各种会议稿件,根本很少有时间有人来写几千上万

字的大部头,一些人认为新闻就是短评快,把会议材料拿来一抄,几百字解决问题,分子拿到了,

工资奖金得了,人也很轻松。在这种情况下，地市报特稿质量普遍不高,主要稿源就是依靠一些

专门的“写手”提供稿件，捞取稿费。  

  3、侵权严重  

  据１９９９年４月２１日《华西都市报》报道，４月１９日，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受理

了华西都市报状告长春晚报侵害其著作权一案。事情原委是这样的：１９９９年春节前夕，华

西都市报接到读者举报，长春晚报在１９９９年一、二月份，无视《华西都市报·特别报道》

版刊出的经作者授权的"版权所有，拒绝转载"的告示，擅自转载该版刊发的８篇文章：《助

妻"安乐死"成为被告》、《反扒能手之妻爱上小偷》、《最后的母爱》、《十龄童以死谏

母》、《失踪女引发案中案》、《"红包"葬送一条生命》、《日本母亲跨国寻子》、《中国首

·发展报道蓬勃发展  

·“诗”话民生新闻  

·当代国外党报概况述评  

·民生新闻是非论  

·论平民化新闻的生命力  

·主流新闻要走出"软肋"  

·新时期虚假新闻新特征  

·社会问题报道辨析  

·深度报道深在哪里？  

·对分析性新闻的思考  

·新闻分层初探  

·谈典型报道  

·解析气象新闻二十年嬗变  

·审读性校对与观念转变  

·台湾报纸新闻标题刍议  

·报道的平衡与全面  

·论消息的含金量  

·发展报道：为全面建设…  

·隔行不隔理：用做广告…  

·“调侃新闻”颠覆新闻…  

·浅议“用事实说话”  

·新闻报道如何接近“事…  

站内搜索 登陆 论坛注册



位变性人被勒索几十万》。当华西都市报社派员前往调查，对方不得不承认擅自转载的事实，

但不承认看到该版"版权所有，拒绝转载"的告示，也不赔礼道歉，给作者支付稿酬，赔偿华西

都市报的经济损失。至此，华西都市报不得不将该报告上法庭。后来，长春晚报请求庭外调

解，解决了这起侵权案。长春晚报承认了侵权行为，赔偿了因侵权给华西都市报造成的经济损

失，并在首都《新闻出版报》报眼位置刊登了《致歉声明》。  

  像长春晚报这样非法擅自转载别的报刊杂志稿件的侵权行为在地市报中普遍存在。特别是

互联网的出现以后，许多报社上了网，一些报社不通过任何手续就可以直接从网上下载他人的

稿件，侵权行为更是多了起来。  

  4、虚假报道泛滥  

  正是由于地市报记者编辑的匮乏，地市报特稿主要是依靠外来“写手”投稿。一些“写

手”为了高额的稿费，有时难免会编造出一些希奇古怪的故事来。被列为2001十大荒诞不经假

新闻的“最匪夷所思的假新闻——错位夫君夜换娇妻30年”一文便是典型。2001年3月14日，

《羊城晚报》国内新闻版上刊登了一篇题为《错位夫君夜换娇妻30年》的文章，署名钟方。一

时，全国众多媒体你转我抄，资源共享。4月7日，《北京青年报》刊登记者在洞口县的调查报

告，揭开了“夜换夫妻三十年”假新闻的来龙去脉。原来，这篇假新闻的最早出处是一篇题为

《两对恋人苦苦等了三十年》的文章，由洞口县人谢立军凭空编造而成，发表在1999年7月4日

《邵阳日报》晚报版上。《两对恋人苦苦等了三十年》中提到的青龙乡早就不存在了，当地更

没有这么4个人，因此引起公愤。谢立军害怕了，主动认了错。几天以后，《邵阳日报》公开

发表了致歉文章。谁曾料到，不到两年，这则假新闻又借尸还魂，愚弄了更多善良的读者。据

介绍，像谢立军这样的自由撰稿人，在洞口县还有好几位，而且收入不菲。他们深谙读者和编

辑的胃口，怎么离奇就怎么写，故而情节曲折，文笔流畅，跌宕起伏，极富人情。虽然稿件的

内容十之八九是假的，但却屡屡得手，他们每年都有一万多元的稿费收入。  

  5、舆论导向把关不严  

  地市报的一些稿件由于质量不高，一些舆论导向不正确的稿件也本安排上了版面。从地市

报的一些特稿编辑来看，普遍存在追求轰动相应的心理，想凭借特稿来吸引读者的目光，对舆

论导向的把关不严。同时，大多数的社会类婚外恋、凶杀、案件等稿件占据了版面，其导向的

正确性就成了问题。怀日报1999年曾经差一点在这方面出了问题。当时本报记写了一条有关周

佛海与一个日本女人的故事，文章讲述的是一个日本女人为周佛海守身一辈子的故事。当时的

特稿编辑考虑故事情节曲折动人，很有可读性，便准备发稿。稿件在终审时被领导枪毙了，原

因很简单，周佛海是中国有名的大汉奸，不宜宣传。  

  二、地市报特稿问题的解决办法  

  针对以上地市报存在的问题，笔者提出以下几点解决的参考办法。  

  1、加强编辑记者队伍的素质培养  

  近年来，地市报的编辑记者队伍得到了很大的扩大，许多新鲜的生力军充实到新闻行业

中。其中确实不乏一些优秀的记者具有较强的新闻判断力，能够深入一线，出色完成采访任

务。但是也有一些是刚参加工作的大学生、研究生，虽然他们都有着深厚的文化基础，由于没

有经过专业的学习、训练，对新闻的规律不是很了解，工作起来难免会发生差错。同时，还有

些关系户的子弟原来并不是新闻专业人才，因为有着某种关系而被安排到了采编岗位上，这样

难免不会影响采编工作的质量。另外，也有部分记者面对市场经济的冲击，采访时为人情或功

利所左右，忘记了记者的职责和使命；还有一些记者、采访的提问完全是泛泛而来，万金油式

的既缺乏个性又无深度，如“你感受怎么样？”“你是怎么想的？”更有不少记者，采访前不

讲策划，不研究选题，采访时又不讲求技巧，随口即问，采来的多为可有可无之作或无用之



笔。  

  加强编辑记者的素质建设是提高地市报采编质量的关键。没有解决人员素质的问题，其他

机制、制度等都只能是句空话。地市报只有大力解决人员素质的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稿件

质量和稿源的问题。解决了这些问题，特稿的质量和数量也就有了保证。  

  2、特稿形式和内容要多样化  

  地市报要搞好特稿，必须要做到形式和内容多样，走出哥呀妹呀的打工、婚外恋、凶杀案

件的套路，政治、经济、国防、司法、社会、教育、科学、文艺、考古、旅游等都可以是特稿

报道的内容。特稿可以写一人一事，也可以写一城一镇甚至是一个国家。写作形式可以是分

析、综述，也可以是人物访谈、甚至是照片、见闻录等等。  

  3、建立有效的协作用稿机制  

  华西都市报在全国率先建立了特稿供求网络，全国30多家报社入网购买“特别报道”。每

年向华西都市报缴纳一定的费用，华西都市报每天向会员报社提供一篇特稿。好多家报纸共同

承担稿费，用高稿费来买好稿，再用好稿卖好价钱。这与通讯社的操作方式有某种程度上的相

似。加入网络的单位算了一笔帐，网络单位只需花文摘稿费的代价，就可以与华西都市报共享

当天见报的特稿资源，减少了人力财力物力的投入，版面有了好稿就能吸引更多的读者。在现

代通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充分利用网络技术所带来的快捷方便，建立起高效协调的媒体用

稿机制，对办好报纸有着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4、加强舆论导向把关  

  所谓舆论就是群众的言论。新闻舆论就是指通过新闻媒介所传播的新闻信息而形成的舆

论。江泽民同志多次强调宣传思想工作、特别是新闻媒体把握正确舆论导向的极端重要性，正

如他自己在会见美国主要媒体负责人时说的，他一向重视新闻媒体的影响和作用，他指出，

“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舆论工作就是思想政治工

作，是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所系的工作。”  

  新闻媒体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通过自己的新闻报道的倾向性、选择性等来引导人民群

众接受正确的思想观念，抵制错误的东西。这就要求我们新闻媒体、特别是主流新闻媒体必须

坚持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这是新闻工作者应有的政治责任感、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来

不得半点马虎。然而， 一些媒体为追求商业利益，迎合社会上一部分的低级趣味，编造虚假

新闻，散布色情、暴力内容，毒害社会。这一切，都对党的新闻宣传工作提出了严峻考验。从

总体上看，我们的地市报特稿编辑记者是一支党和人民可以信赖的队伍。但同时也要清醒地看

到，随着新闻事业的迅速发展，新闻队伍扩大很快，其中确实有些人素质不高，政治意识、大

局意识、责任意识、阵地意识不强。特别是一些年轻同志，有朝气、有活力，但对党的新闻工

作优良传统不了解，对新闻工作具有的政治性认识不足，缺少党的新闻工作者应该具有的政治

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有的同志受西方资产阶级新闻观的影响，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这个原则

问题上时常出现摇摆。因此，必须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帮助新闻工作者打好思想

政治和业务素质根底，牢固树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才能经受考验，肩负起党和人民的

重托，为人民群众奉上高质量的精审食粮，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创造良好

的、正确的舆论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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