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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九江地震看网络媒体报道“软着陆” 

时间：2006-1-14 15:52:08 来源：《网络传播》2006.01 作者：皮藤江 刘 栗 吴跃军 阅读1472次

  

曾经以集纳、整合传统媒体的信息资料为主要内容的地方新闻网站，
如今也开始以独立的媒体形象抢夺对突发新闻的首发权，并正以其信
息的快速、准确以及全面，凸现其巨大的威力，并往往成为地方媒体
“内容为王”之争的胜利者。 

2005年11月26日8时49分，位于江西省九江县、瑞昌市交界处的九江县发生5.7级地震，9时15

分，据地震发生仅26分钟，首条新闻“江西九江发生地震 南昌已无安全问题”通过大江网对

外公开发布，并迅速在互联网上传播。 

据统计，26日当天，大江网发布的12条地震相关稿件均被新华网、新浪、网易、搜狐、雅虎、

人民网等国内20余家知名网站转载。同时，大江网记者还在地震现场和网易、湖南卫视以及江

西省内诸多广播电台成功进行了连线，对地震的灾情进行了准确有度的报道，最大限度地遏制

了谣言的传播。作为江西省主流网络媒体的大江网，对这一重大突发性新闻进行了及时、准确

而连续全面地报道，显示出了地方新闻网站的巨大威力。 

精确：争夺话语权 

“地震了，地震了”2005年11月26日9时05分，在社会各界陷入一片惊慌之时，大江网记者迅

速出击，第一时间赶赴江西省地震局，从地震专家对震情的紧急会商中，大江网记者得到了本

次地震的三个“第一手消息”：一、“地震发生在九江县和瑞昌市交界处”；二、“震级为

ML6.0”；三、“南昌虽受波及，但已经没有危险”。 

2005年11月26日9时15分左右，大江网记者在得到消息后的第一时间通过电话和值班编辑取得

联系，发布了此次地震的首条新闻——“江西九江发生地震，南昌已无安全问题”。消息一传

开，迅速令灾区原本惊恐的受众奔走相告，成了安定人心的一颗定心丸。此时，该条消息也在

第一时间被人民网、新华网、新浪等众多国内知名网站转载。一时间，九江地震的消息从网上

传播到网下，全国人民聚焦中部古城——九江，并纷纷通过互联网了解灾情、问候亲人、表达

爱心，并为抗震救灾、重建家园献计献策。 

通过对九江地震的报道不难看到，与常态新闻相比，在突发新闻的报道中，地方新闻网站往往

更具影响力，更能体现新闻媒体的竞争能力，也更容易吸引受众眼球。然而这一重要阵地在一

些地方网络媒体里有时却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有时因政策、体制等方面的原因，视突发新闻为

雷区，失去应有的话语权，反而使一些非主流媒体在突发新闻的报道中占据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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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突发事件中，一些地方新闻网站的记者为了尽快发布新闻争"独家"、提高点击率等原

因，一些未经认真采访和核实的稿件便仓促出笼，结果漏洞百出，甚至消息失实，严重误导受

众。  

大江网的经验证明一个道理，那就是面对突发事件的来临，对地方新闻网站而言，必须直面这

一前沿阵地，“不是不发，而是如何发、以最短时间准确发”。大江网充分履行了地方主流新

闻网站应有的责任，才发挥了其主流宣传的威力，将谣言的传播遏制在萌芽状，稳定了人

心。  

延续：连续报道提升竞争力  

一旦遇到突发新闻事件，网络媒体就要以最快时间建立“战时机制”，制定发稿方案，决不能

有松懈、麻痹思想。有时，新闻媒体即使做到了“首发”，因为跟踪不及时，而贻误了“战

机”，被别家抢了风头，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最后销声匿迹。因此，能否延续在突发新

闻中的优势效应，进而转化为品牌效应，是成功与否的关键。 

2005年11月26日10时15分，距离本次地震消息发布后一小时，大江网记者并没有止步亦或满足

于本次地震消息的首发，而是继续跟随江西省地震专家，第一时间走进了本次地震的震中心—

—九江县，并陆续发回了位于震中城门乡、港口街镇、涌泉乡的受灾情况和余震发生的最新消

息，为政府有关部门抗震救灾做出决策提供了准确的舆论帮助。 

“前方记者迅速报道，后台编辑紧张制作”是本次大江网报道九江地震在机制上的成熟表现。

延续“突发效应”，重在提炼“新闻”的内在、外延，取其精髓，挖掘和展示最有价值的新

闻，对于这些要求，制作专题就是保持竞争力的核心。唯此，才能在一个个报道突发新闻的战

役中，树立鲜明的网络品牌形象，长时间占领受众的眼球。在九江地震消息发生后，大江网编

辑只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便制作出了《江西万众一心夺取抗震救灾胜利》的专题。这是国内

网络媒体中最早开设这一新闻主题的专题。 

互动：让突发新闻“软着陆” 

突发新闻从内容上看，有自然灾害、安全事故、社会大事、政治事件等；从社会影响上看，在

社会生活中具有“地震效应”，往往一经披露就成为舆论的焦点，成为关注的中心。从这一点

上看，地方新闻网站在完成对事件报道后，应该担负起主流媒体舆论引导的功能，使社会心态

趋于平稳，让突发新闻“软着陆”。 

地震灾情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以及江西省委、省政府领导高度关注灾情，紧急部署抗

震救灾工作。广大网民纷纷在大江论坛发帖，并表示要向灾区人民捐款。作为地方新闻网站，

组织网民捐款捐物，支援灾区重建是理所当然的，如此也是引导网民消除猜疑，协助共建美好

灾区家园的一大良举。 

2005年11月28日，大江网联合江西省慈善总会发起 “网络世界，爱心无限—全世界网友援助

江西九江地震灾区”活动，倡议全世界网友为灾区人民奉献一点爱心。倡议一发出，立即得到

了全国众多地方新闻网站的积极响应，北方网、中国广播网、搜狐、网易、中国吉林网、龙虎

网等国内诸多知名网站在第一时间加入倡议队伍。 

地震无情，网络有情。连日来，各地网民纷纷伸出援手，为灾民安置和灾区重建捐款捐物。各

地网友也纷纷通过网络表达自己对江西的慰问。 

提高网络记者素质 

对新闻事实的准确表达是作为新闻记者的第一要务，网络记者也如此。网络新闻求快已是各家

 



新闻网站的共识。但如何在快的同时求准，应是对记者进一步的要求 

网络记者一定要树立精品意识，在努力增强责任感的同时，养成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工作作

风，树立良好的整体职业形象，尽可能地减少和杜绝稿件中差错的发生，以顺利完成信息时代

新闻传播者角色的转换。 

在九江地震的第一条消息发布之前，大江网记者曾得到民间报料，本次地震的震级为5.5级，

面对这一消息，作为网络记者，只要打开电脑便能在几乎和地震同步的时间发布。然而，大江

网记者并没有盲目求快，而是迅速行动，前往江西省地震局采访地震专家，这才确切得知本次

地震的震级江西方面定为ML6.0，主震区在江西九江，南昌已无安全问题，如此，本次地震的

首条消息才得以在互联网上传播，消除了不少谣言的传播。  

一小时后，江西省地震局再次公布了本次地震震级的远震面波震级标准MS（5.7）级和近震标

准ML（6.0）级，由于省地震局公布了两种不同的震级结果，大江网值班编辑当即编发消息，

权威发布了“九江发生5.7级地震”的消息，并将地震的具体方位在文中准确地用经纬度表现

了出来，同时，还在消息中细心地注明了MS5.7=ML6.0的地震计量概念，为广大网民释疑解

惑。  

因此，随着网络媒体间的竞争的加剧，网络记者必须具备更高的文化修养，尤其是地方新闻网

站的记者更需要丰富的知识积累，充分认识地方新闻网站在全球传播和“软力量”较量中的地

位，充分发挥地方新闻网站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传播中的积极作用，从而更好地面对和处理突发

事件，更好地发挥地方新闻网站的威力。 

皮藤江：大江网站副主任 

刘栗：大江网新闻中心总监 

吴跃军：大江网频道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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