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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有麦克风，往往事件一发生，就已被手机同步传

播出去。又通过手机、电脑被即时阅读。所以，当读者

拿到你的报纸时，有许多编辑部自以为是新闻的东西，

对读者而言其实早已是旧闻。

另外，每一位受众吸收信息的时间和能力是有限的，

地方党报如何才能争取受众有限的时间与精力，实现有

效传播？不同层次受众对信息的需求也不一样，怎么才

能随着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满足当地主流人群对信息

的需求？这是地方党报必须深入思考的问题。

南方日报的探索给了我们重要启示。

在 2005 年的第四次改版时，他们提出要做读者的

“资讯管家”。什么叫“资讯管家”？我的理解是，通过

努力，使报纸编辑部的职能，由单纯的采编新闻，转变

为在浩如烟海的信息中，为目标读者采集、选择并整理

出最有价值的信息。使他们通过阅读报纸有限的版面，

既省力又高效地了解当天重要新闻。这是面对新媒体挑

战，地方党报的积极应对。

为此，南方日报在版面的设置、新闻的采集、板

块的整合方面都做了新的探索。比如，开设了具有相

当深度的栏目 ；对重大主题，即使不是本地发生的，

也不惜派出大的团队全方位采访 ；还推出“时局”等

特色板块。

作为纸质媒体，平台决定我们没有办法跟新兴媒体

抢突发事件的时效。但作为地方党报，我们有权威性，

有大量的专业人士，有丰富的人脉资源，有积累的经验

和数据库，并且被赋予特殊地位。完全可以通过一些独

特的议程设置，创造独家新闻 ；可以通过资源整合、信

息管理，深挖新闻事件背后的原因，分析、揭示新闻的

背景，提供主流观点和价值判断。通过专业主义操作，

让我们的新闻产品吸引读者眼球。

“四者”之中见精神

●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副总编辑  华晓东

1988 年，海南像一个胎

儿一般，从广东这个母体中脱

离出来。在成长过程中，海南

一直将广东这个改革开放的前

哨视为老师；海南日报更是长

期将南方日报当做学习的榜

样，就近请教，受益良多。

回望南方日报 10 年改

版路，我们在四个方面感触

深切，这是四种精神，也是

四种召唤，我们将其概括为“四者”。

引领者，突破的勇气。比如第七次改版，南方日报

在省级党报中开创了“双头版”模式，使得省级党报的

面貌为之一改、为之一新。再比如“主旋律营销”概念

的提出，改变了传统的宣传报道思想观念和思维定式，

可以说在全国新闻界进行了一次理念上的洗礼。不怕踩

雷，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这就是南方精神。

探路者，创造的胆识。所谓探路，就是敢言他人不

敢言之言，敢为他人之不敢为之事。“敢”的背后，反

映的是一种政治胆识。比如“时局”版的推出，超越了

传统意义上的办报程式，重构了党报新闻操作的维度，

再一次把“南方特色”的鲜明印记烙在党报与时俱进的

史册上。再比如，在广东的扶贫工作开展过程中，他们

对“穷广东”的“命名权”的大胆运用和报道策划，体

现了党报人的社会责任担当，同时也反映出了一张党报

的综合政治素养和政治谋略。

拓荒者，乐为的精神。所谓拓荒，就是做别人不

愿意做的事，辛劳之中，甘之如饴。取经南方日报，我

们了解到，南方日报在组织消费者进行各种各样的团购，

这让我们吃惊不小。一家大牌省委机关报，也愿意做这样

繁琐而不一定讨好的事，这样的服务态度着实让人刮目相

看。此外，南方日报想尽办法，让记者踏上护航编队采访，

这样的事也是我们想不到的，甚至不愿意去想、去争取的。

了解整个过程之后，我们不能不为南方报人的执著所折服。

永不停息的创新理想，永不懈怠的实践足迹，这两句话，

可以说是南方日报拓荒精神的一种概括。

亲民者，赤诚的情怀。党报赢得民心非得拿出一些

实际动作来，否则就是自说自话，难以服众。南方日报

是令人信服的。其中最有说服力的是“理论”版走下“神

坛”，面对读者办理论，这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由是

想到南方日报“新闻管家”的办报定位，这个管家是谁

的管家，当然是读者的管家、百姓的管家。南方日报在

尝试教育报道“售后服务”等一系列亲民之举中，真正

让党报走进了百姓心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