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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战线“走基层、转作风、改文
风”活动的深入开展，国家广电总局
“限娱令”的下发，以及广电领域对新
闻节目所进行的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
革，使得中国新闻界、广播电视界进入
到一个大发展、大繁荣、大跨越的新历
史阶段。笔者以 2011年度贵州新闻奖
广电参评作品为例，剖析现阶段广播
电视新闻作品存在的一些问题，并结
合实际，提出推动广播电视新闻作品
“创优”“出新”的一些建议。

存在的问题
整体上看，主要归结为行业本身

的问题和队伍综合素质方面的问题。
行业本身的问题。 行业作风浮躁、

急功近利，存在盲目抢抓新闻、赶进
度、应付播出的不良现象，导致作品粗
制滥造、缺乏新意、乏善可陈。

本次参评作品中，有一篇广播报
道是讲福泉爆炸案的。这么一个本可
以做成现场报道或录音报道的题材，
最后竟做成了简单的口播新闻，既没

有现场音响，也没有录音材料，让听众
无法感知到现场的惊险，更无法引导
听众进一步深思如何避免和处理突如
其来的社会风险。

的确，要求新闻从业者们的每一
篇作品都是精品，是不现实的，而且精
品还受题材限制，不是所有题材都能
够做成精品。毕竟，新闻作品有时间要
求，有进度要赶，新闻从业者的工作既
要保证时效，又要讲究深度。加之现在
新媒体不断涌现、行业作风浮躁、急功
近利，在这样的“亚健康”环境下，可播
和必须播的作品很多，“创优”“出新”
太难，出“精品”的可能性就更加小了。

队伍综合素质的问题。主要表现
在：一些从业人员的文化基础偏低，专
业功底不扎实。

首先，缺乏对新闻基本要素的把
握。这次评奖中，有一篇关于日本友人
送茅台酒回家的消息，虽然具备了新
闻基本的五要素，但是，对于这种百年
难遇的好题材，没有“H”(如何 How)是
不行的，也就是说，缺少了对背景故事

的介绍。为什么 50年后这瓶茅台酒又
回来了？1961年，它是承载着怎样的历
史使命远渡重洋去到日本的呢？这些
背景绝非大众广为知晓，需要在消息
中明确说明，才能体现出这篇消息独
特的新闻价值。

其次，对新闻体裁的概念模糊不
清。考虑到新闻从业者应有的基本常
识，以时间、内容来划分的体裁界定，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可是，有的把长消
息当成短消息来报送的，长消息超过 4
分钟甚至达到 10 多分钟，这种体裁分
类错误的参评作品不在少数。抛开粗
心、不认真对待的心理因素，可能还有
一个较为重要的人为因素，就是为评
奖而评奖。比如说，作品在制作过程中
是按新闻专题做的，到参评时，却有意
举出两三个议论点来当作评论报送。
事实上，评论必须具备三要素（论点、
论据、论证），要有立论、有分析，才能
称作“评论”。新闻评论是由新闻事实
引发的，一篇新闻事实是否值得评论，
直接决定着评论作品的成败。

摒弃粗制滥造 推动“创优”“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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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误用新闻表现手法。此次有
一篇现场报道的作品令人印象深刻，
本来很有希望推送中国新闻奖，但是，
评委们发现一个问题：音乐效果奇佳，
不像是现场音响的效果。通常，特写、
通讯、访问这一类新闻性专稿，后期制
作中加入音乐元素是可以的，但是，如
果内容描述的是新闻现场，那么，现场
是什么音响就是什么音响，绝不能另
行配乐。新闻的基本要求是忠于事实，
不能给受众造成误解，让受众误认为
是现场的音响。当然，非新闻现场的，
诸如描述自然风光、人文历史等，可以
根据需要配乐。

当下，新媒体优势诸多，受众对新
闻的感知由关注度的需求变为重视质
的提升，因此，一篇优秀的广播电视新
闻必须注重新闻表现手法的选用。不
能让一篇报道，抛开事实层面就索然
无味，而要根据新闻内容善选体裁、善
用新闻表现手法，让受众耳目一新。

第四，对新闻的敏感度不够，导致
作品立意浅，选题平庸，内容缺乏深度
和力度。有一篇参评作品讲述的是农
民工年前讨薪，这是一个民生方面的
老话题。既然要炒“冷饭”，就要思考怎
么炒出新鲜感来？炒出深度来？如果还
是停留在感性的层面上做文章，展现
农民工如何辛苦，好心人如何帮助他
们讨薪，最后他们拿到工资欢天喜地
地回家过年了，就只是在简单地陈述
事实，没有上升到劳动保障、劳资关
系、社会稳定、法律制度等层面的高
度，那么，这个“冷饭”就没有炒出特
色，甚至于连“炒”的必要都没有。

同时，有一篇较好的新闻评论，单
是标题就引人入胜———《原来，会是可
以这样开的？！》。受众一听见标题就被
紧紧抓住了，会想：这是什么会啊？怎
么开的呢？有什么特别之处吗？跟随着
新闻的播出进度，谜底被渐渐揭开。这
就好比一盘精致的菜肴，表面上看，具

备了色香味，更高层次上看，还包含了
文化、理念和观念在内。一篇好的新闻
作品，应该经得起推敲，一层层剥开
来，都能看到不同的东西，越往深处，
越发现到精髓。

第五，对新闻采访设备使用不熟
悉，后期制作技术欠佳。诚然，由于经
济等多方面因素，某些地方广播电视
台的新闻采访设备还比较落后，难以
录制出逼真的新闻现场音响。加上后
期制作工艺粗放，播音员、主持人的表
现不到位等，导致录音效果模糊不清、
混音重、音响失真、噪音大、声响与内
容情景情感不符等问题出现。对于新
闻从业者而言，对声音、图像的捕捉，
对作品的后期制作和剪辑，乃至播音
员、主持人如何表现等，都是格外重要
的。因此，完善新闻采访设备，提高后
期制作技术以及播音员、主持人的专
业素质，势在必行。

如何推动广播电视新闻作品 “创
优”“出新”

一 、以培养 “全媒体型 ”人才为目

标，加强对新闻从业者的教育与培训 ，
严职业道德，重精品意识。

要切实提高新闻队伍的整体素
质，就必须将教育、培训摆到首要位
置，切实提高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职
业意识和职业技能。应该在整个广电
系统，形成较完备的教育培训体系和
制度化、常态化的教育培训机制，既要
将理论运用到工作实际中，又要在工
作实践中不断完善自己的业务水平。
新闻从业者应将个人的 “自学”“自我
实践”“职业规划”与组织的教育培训
主动结合起来，积极开阔视野，有意培
养和提高自己在采、写、摄、录、编、播、
电子设备操作、网络运用等多方面的
能力，在“三网融合”的大趋势下，自觉
向成为“全媒体型”人才的目标迈进。

精品意识的确立，绝非一时半刻

之事。但是，没有精品意识，何来精品？
对作品的要求仅仅停留在 “差不多”
“过得去”的话，就永远出不了精品。身
为一名专业的新闻工作者，要不断提
高政治觉悟，培养对新闻的敏感度，把
好作品的导向关、内容关，要坚持“三
贴近”原则，经常深入基层、深入群众、
深入生活，加强对精品题材的发掘和
把握。

二 、改善创作环境 ，统一行业的评

估标准，完善考核激励机制。

对于新闻作品而言，时效性确实
很重要，但在要求“速度”的同时，必须
提倡对质量的把关。应该给新闻从业
者创造一个健康宽松的创作环境，使
他们不仅能够安于做新闻，而且乐于
做精品新闻。

当然，没有统一的行业评估标准和
健全的考核激励机制也是不行的。比如
说，在评奖过程中，我们要明确一二三
等奖的具体划分和标准是什么？刚开
始，我们是在找优点，哪篇优点多，哪篇
就胜出了；到了最后的评选，就变成了
找缺点，哪篇缺点少，哪篇就最后胜出。
其实，哪怕是精品，也难免有轻微的瑕
疵，只要瑕不掩瑜，就应被公认为一篇
好作品。同样，我们对新闻工作者的考
核激励政策也必须完善。有些同志可能
理论水平差点，但是有良好的职业道
德，不违规、不违法、不做有偿新闻和虚
假报道，我们就该鼓励他，花时间、精力
去培养他的业务水平；有些同志虽然能
力强，但是职业道德有问题，那么，经过
批评、教育还不思改过的，考核就不能
过关，就必须走人；对待新闻工作者的
作品，更是不能仅与数量挂钩，要重质
量，看作品中能出多少精品。根据新闻
从业者的职业道德、职业意识和职业技
能，以人为本，统一考核标准，实施不同
的精神与物质奖惩措施，确保奖励和荣
誉都名副其实。
（作者单位：贵州省广播电影电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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