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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体时代，媒体的“流量
焦虑”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短平
快”内容的盛行之风。深度报道
是不是鲜有人看了？值不值得费
时费力做深度报道？我们的回答
是：媒体融合越到深水区，越要
毫不动摇坚持内容为王。

2023 年 8 月底至 9 月上旬，
广东接连遭遇台风袭击，特别是

“海葵”带来的强降雨，创下广
东历史上9月最强降雨纪录。南
方+客户端“闻汛而动”，除做
好日常动态报道外，及时策划推
出 《高陂抗击台风攻坚战：惊
心动魄的五天五夜》 通讯，通
过广东省梅州市大埔县高陂镇
抗击“海葵”这一“小切口”
案例，细致还原岁月静好之下
广东上下联动、众志成城抗台
御洪“大主题”背后的惊心动
魄，生动诠释惊涛骇浪之下广
东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
使命担当。

该报道获第 34 届中国新闻
奖通讯类一等奖。中国新闻奖评
委评价：“报道通过抗洪‘小切
口’，展示为民‘大担当’，新闻
价值高、时效性强、文本可读、
影响力大。”

找切口 树典型

全媒体时代，人人都有“麦
克风”。对于抗洪抢险题材而
言，由于话题的贴近性，大众对

“短平快”资讯的需求旺盛，加
之影响的广泛性，身处其中的亲
历者往往会自发举起手机生产传
播“一线见闻”。“大战大考”之
下，主流媒体除了要紧盯动态，
澄清谬误，更要“以质取胜”，
一锤定音。

“以质取胜”，不是“撒胡椒
面”，也不是“乱树典型”。要找
准高价值个案，通过“以小见
大”的方式客观还原抗洪抢险背
后故事，传递主流价值。

每年台风季，广东防汛形势
都非常严峻。在一次次与洪水的
正面较量中，广东各地各部门积
累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处置应对经
验。讲述广东抗台御洪故事，
全景式描写虽面面俱到，但往
往 过 于 宏 观 ， 可 读 性 会 打 折
扣。“解剖麻雀”虽丝丝入扣，
但往往过于微观，很难全面勾
勒出救灾全貌。

如何选好高价值新闻个案？
要扎实摸底、多方求证。当时，
我们从广东省委、省水利厅、梅
州当地相关部门处均证实——在

“双台风”夹击下，高陂实现
“滴水未浸”。同时也了解到，高
陂镇取得这一成绩非常不易：其
位于梅江、汀江干流、梅潭河

“三江汇流”处，叠加地势低、
无护江堤等因素，历来饱受洪涝
灾害之苦，是广东防洪重点镇。
基于各种渠道掌握的信息，报社
领导一致认为，选择高陂作为广
东抗台御洪报道样本“够典型、
立得住”。

如何在“面面俱到”和“丝
丝入扣”之间把握平衡？要善于

“以小见大”。高陂抗击台风攻坚
战报道，既有深度刻画当地提前
转移群众、设置临时安置点等诸
多细节，更不乏采访省、市、县
相关权威部门，从宏观视角还原

五天五夜里交错并行、稳步推进
的提前预泄、精准测量、科学调
度等重点工作。

正如文章题眼“一镇之防可
观全局”。该报道通过“解剖麻
雀”式写法，以高陂一地的抗洪
故事，娓娓道来广东全省上下面
对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牢固树
立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对人民
群众用心用情用力，彰显浓浓的
民生情怀。

践“四力” 抓活鱼

抗台御洪等突发事件波及范
围广、影响力大，新闻现场转瞬
即逝、采访难度大，是检验主流
媒体践“四力”水平的试金石。

要踏出“铁脚板”，第一时
间抵达新闻现场，走到干部群众
身边。2023 年 9 月 8 日近 23 时，
报社领导启动专项工作机制。仅
仅用了约 15 分钟，总部相关采
编部门和梅州分社就分别作出人
员安排，选派精干力量参与报
道。当晚 11 点半左右，报社领
导主持召开线上动员会，明确主
题方向、责任分工和工作节奏，
并决定由我作为采访团队统筹
人，于次日一早带领在穗人员奔
赴高陂。

新闻不等人。线上会结束
后，采访组成员便通过各种方式
提前了解高陂镇相关情况。次日
驱车去梅州的路上，我们不断通
过电话同广东省内有关市、县部
门进一步了解相关情况，并请其
提前安排熟悉情况的同志接受采
访。下午抵达后，报道团队从梅
州市区一路采访至大埔县、高陂
镇，深入采访市县镇应急、水
文、水务、气象、镇干部、受救
助群众等数十位亲历者，并拍摄
了诸多现场画面。

要炼就“火眼金睛”，用敏
锐的目光捕捉动人细节、凡人善
举。比如，我们在采访中得知，
高 陂 实 现 全 镇 4608 人 应 转 尽
转，一个不漏。但我们不满足于
这个数字，顺着这个“结果”继
续深挖，发现当地干部除了下足
挨家挨户敲、一个个劝的“笨
功夫”，还使出诸多未雨绸缪的

“巧办法”：基于高陂镇易受淹
的现实，于 2022 年整理了一份
高 陂 镇 老 城 区 易 受 淹 群 众 名
册，名单精确到每户，包括家
庭住址、人口数、联系电话，

转移时是投靠亲友还是需前往安
置点，等等。

要多动脑，勤思考、善思
考，让作品兼具深度和广度。比
如，我们采访大量亲历者并吃透
数十万字采访资料，采用顺叙、
倒叙、插叙等手法，全面还原五
天五夜里多个重点阶段的多线程
工作：高陂上游三大水利枢纽工
程，提前预泄 34 个小时，腾出
相当于8.5个杭州西湖蓄水量的
库容；针对北面来自汀江干流的
洪水、西面来自梅江的洪水、东
面来自梅潭河的洪水，一道道调
度令有序发出，确保洪峰错峰过
境；随着情势愈发危急，当地迅
速启动撤离方案……

要反复打磨、用心雕琢，让
作品可感可亲、群众爱听爱看。
过程中，稿件反复“出炉”“回
炉”，不放过一句话、一个词甚
至一个标点。最终成稿，有查
阅大量资料后的事实性描写，
有 访 谈 大 量 人 物 的 白 描 化 勾
勒，有吃透嚼碎水利术语的通
俗化表达，语言平实、内容翔
实、感情真实，让主流叙事可
亲可近可感。

重协作 强分发

媒体转型融合大背景下，报
道团队所在的南方报业传媒集团
近年来始终坚持“内容建设是根
本”，并较早提出“内容一体化
生产”战略。高陂抗击台风攻坚
战报道，便是多部门协作生产的
生动范例。

在体制机制上，实现了前方
与后方、部门与部门间的深度融
合。比如，虽然梅州前方只有包
括 我 在 内 的 4 位 前 线 “ 轻 骑
兵”，但在广州后方，南方+内
容中心、时政新闻部、经济新闻
部、音视频部等部门同事随时响
应。从确定选题到内容出街的六
天时间里，在“内容一体化生
产”战略的无形牵引下，前后方
数十人组成的团队在策划、采
访、制作、刊播、分发等环节各
司其职、默契配合、高效生产，
合力打赢了一场漂亮的重大突发
事件报道硬仗。

没有传播力，就没有一切。
我们除了在南方+客户端做好内
容首发呈现，还积极做好第三方
运营分发，实现“一次采集、多
种生成、多元传播”的效果。报
道 推 出 后 不 久 ， 获 《人 民 日
报》、光明网、《中国青年报》、
中国新闻网、上观新闻、广西新
闻网等中央及地方主流媒体全文
转载，今日头条、腾讯新闻、网
易新闻等商业平台首页置顶推
荐，实现了以高质量赢得大流
量，让大流量澎湃正能量。

报道呈现的高陂抗洪背后的
日日夜夜、点点滴滴，引发读
者热议，极大鼓舞干部群众防
汛抗洪、重建美好家园的信心
决心。有读者留言：“感谢负重
前行、默默坚守的党员干部，
是他们守护了人民群众的静好
岁月。”“祖国万岁！我们党和
政府的执行力越来越强。有幸
生活在这样的时代！”

（作者系《南方日报》、南方+
时政新闻部政法工作室主任）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高陂抗击台风攻坚战：惊心动魄的五天五夜》通讯：

找准抗洪“小切口”
展示为民“大担当”

□祁雷

消息是最常见的报道形式之一，在全国新闻界最高奖项中国新闻奖的评选中，消息类作

品的竞争也最激烈，被誉为“王冠上的明珠”。在第34届中国新闻奖评选中，新华日报社推

出的《江苏发出第1000万户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成为全国首个在册个体工商户总量破千

万省份》，以高票数跻身消息类6个一等奖之列。作为主创者，愿执偶然之果，寻必然之

因，分享创作思考，见教于读者。

《新华日报》获奖报道《江苏发出第
1000万户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成为全国
首个在册个体工商户总量破千万省份》——

执偶然之果
寻必然之因

□杭春燕

由于时间久远，很多史实已
经无人能够说清，为了理清江苏
个体工商户的发展脉络，我们大
范围爬梳江苏工商史料近 30 万
字，并与专业人士一起反复推敲，
前后修改约30次，提炼出大量数
据和精准表达，做到了简明扼要、
表述准确、信息丰富、启示深远。

比如，在浩如烟海的数据中
精心筛选出5个年份作为重要节
点，即 1978 年 23907 户、1982 年
10万户、1993年100万户、2012年

348.2 万户，再到 2023 年 1000 万
户，它们如同一个个坚实桥墩，架
设起一条联通过去与将来的发展
快车道，带领读者快速了解改革
开放以来江苏个体工商户的发展
历程，并引发思考。

再比如，消息发布前，市场监
管部门所有材料用的都是“个体
工商户总量”这一概念，出于对表
述的敏感，我认为不够严谨。因为
个体工商户注册、注销十分常见，
如果说总量，“注册过又注销”的

个体工商户算不算？还有一些无
证的个体户算不算？于是我们便
创新提出“在册个体工商户”的概
念，此后这一说法也被国家市场
监管总局全面采用。

此外，我们还通过深入挖掘
其背后所反映的经济发展趋势、
政策导向以及社会民生影响，结
合微观视角与宏观视角实现“高
站位+在地性”的有效耦合，为读
者展现出江苏经济充满生机与活
力的新景象。

以“领异标新二月花”之钻劲 探寻历史纵深

身处信息洪流中，新闻工作
者必须时刻保持新闻敏感性，在
纷繁复杂的海量信息中捕捉意义
非凡的细节，在“寻常”中发现

“非常”。之所以采写《江苏发出
第 1000 万户个体工商户营业执
照 成为全国首个在册个体工商
户总量破千万省份》这篇报道，
是因为记者偶然从江苏省市场监
管局同志的只言片语中了解到，
江苏省将发出第 1000 万户个体
工商户的营业执照。

收到这条新闻线索，我认定
这是一条“大鱼”，当即定下

“写消息、冲大奖”目标。这种
反射弧般的敏感来源于一个新闻
老兵近 30 年的一线摸爬滚打，
10 余年的经济报道深耕，以及
长期跟踪市场监管这条线。就如
新华社原社长穆青同志所言：“记
者的新闻敏感，归根结底在于思
想解放，多学习，更多地关心社
会，关心人民，才能发掘很多新闻
题材。”“当然，这不是一两天就能
做到的，要不断地努力。”

以“春江水暖鸭先知”之敏感 捕捉新闻活鱼

消息不能超过1000字，要做
到文约意丰很不容易。为此，我们
反复推敲采访对象，选择了江苏
全省第1000万户个体工商户、市
场监管部门负责同志、经济专家。
在精选采访对象的基础上，确定
个体工商户谈创业感受，市场监
管部门讲述个体工商户在经济社
会发展中的重要性，经济专家侧
重解释个体工商户总量破千万的
多重意义，最终以897个字，将颁
发营业执照现场、江苏个体工商
户的历史发展脉络以及破千万的
划时代意义清晰呈现。

值得一提的是，虽是重大主
题，字数又很有限，但我们没有

放弃“小人物”叙事。消息开
篇，即以张康的故事启幕，他是
江苏第 1000 万户个体工商户营
业执照的获得者，更是全国1.25
亿户个体工商户的典型代表，以
他为锚点向外铺散，更能引发共
情与共鸣，让这则消息在“顶
天”的同时实现了“立地”。

“立地”，既是切入视角，也是
呈现手法。在充分回溯历史、解析
个体工商户之于经济社会的价值
之后，我们又将视线拉回到张康
身上：“成为全省第 1000 万户在
册个体工商户，张康感觉自己很
幸运。他告诉记者，以前开的面包
店受疫情影响倒闭了，近来看到

消费加速回暖，各部门支持政策
也很多，他的创业信心又被点燃，
新面包店计划4月10日开业。”以
一个普通人的故事，呈现了真实的
创业波澜，也生动展现了江苏在呵
护经营主体方面的主动作为。

我们在 《江苏发出第 1000
万户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成为
全国首个在册个体工商户总量破
千万省份》中，通过不断地推拉
摇移镜头、变化人物场景，最终
实现历史与现实交织，思想立意
和信息含量兼备。

（作者系新华日报社副总编
辑，江苏中江网传媒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总编辑）

以“致广大而尽精微”之雕琢 实现文约意丰

消息在新闻诸体裁中时效性
最强，可谓当其时，一字千金；
背其时，一文不值。

虽然破千万消息的由头只
是颁发一张营业执照，但其重
要意义必须从江苏个体工商户
的发展脉络及其在经济社会发
展中发挥的作用等多重维度来
寻找答案。

从全国看，包括个体工商户
在内的民营经济在经济社会发展

中的重要作用常用“56789”来
概括，即贡献了 50%以上的税
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
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
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
的企业数量；再从江苏看，个体
工商户在江苏市场主体中的占比
超七成，是江苏经济“家底中的
家底”，江苏省委、省政府高度
重视个体工商户的发展，近年来
出台一揽子纾困帮扶政策，精准

滴灌个体工商户。
因此破千万消息紧贴江苏发

展脉动，反映时代发展特征。
“这是一篇记录对经济发展具有
标志性事件的消息。个体工商户
在江苏破千万，充分说明了江苏
经济乃至中国经济的韧性与活
力，是对唱衰中国经济论调的有
力回击，体现出江苏人敢为、敢
闯、敢干、敢首创的精神。”中国新
闻奖评委这样点评道。

以“文章合为时而著”之格局 记录时代脉动

洪水过后的高陂镇航拍图。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中国新闻奖背后

高陂抗击台风攻坚战：惊心动魄的五天五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