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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优实践

消息是新闻媒体中最广泛、也是最常见的一

种新闻体裁。如何创作出好的、有新闻价值的消

息，强调多抓鲜活新闻。在采编实践中，浙江广

电集团融媒体新闻中心《浙江新闻联播》栏目，将

其作为改变联播语态的一个重要“破冰”方向，建

立相应的工作考评制度和规范，引导更多记者编

导，深入一线，在火热的新闻现场，抓“活鱼”、做

精品。近日，第三十三届中国新闻奖评选结果正

式揭晓，笔者的新闻作品《铁路投融资体制破冰

全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通车运营》获得消息类一

等奖。本文通过分享该消息的采编过程，浅谈消

息类电视新闻的创作心得。

一、功夫花在前，用蹲点的思路思考消息写

法

消息注重时效性。时效性也是消息新闻的

价值所在。如何在确保时效的同时，创作出好的

新闻作品，要靠功夫花在前。2022年 1月，全国

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通车在即，《浙江新

闻联播》交通线跑线记者结合多年交通领域报道

经验和资源积累，提前获悉已开建多年的杭台高

铁即将通车的信息，笔者同值班主任、主编一同

商量后，判断出这是一条非常有价值的新闻，这

也为后续采访提供了宝贵的“提前量”。通过梳

理，记者了解到，民营资本控股高铁 PPP项目最

早可以追溯到 2014年，能否将 8年的改革攻坚历

程有机浓缩进 4分钟的新闻报道中是这条消息

成败的关键。以此为目标，主创团队先后与杭绍

台铁路公司、复星集团、省发改委、省发展规划研

究院，以及绍兴、台州两地政府部门对接联系，全

面梳理出杭台高铁项目自 2015 年列入国家试

点、开工、建设，再到全面建设完工的时间线，并

结合项目建设中重大节点的时间顺序，同相关专

家探讨后，整理出了整整 5页纸的重大改革大事

记，为报道积累了颇为丰富的素材。

衡量一篇报道是否有生命力的关键在于能

否准确抓住最核心的问题、矛盾焦点、把握新闻

事件的价值。有了前期案头工作的扎实积累，主

创团队以蹲点调研的思路，谋篇布局，最终总结

出“破冰”为整条报道的“新闻眼”，明确了行文

结构、采访对象和语言风格，通过挖掘典型人物、

典型细节反映重大主题，让报道以小见大、以点

及面。最终呈现在片子里，通车瞬间负责人的难

忘回忆、央企项目计划表上的 300个节点，以及

铁路沿线落户的第一个园区、首个浙商大项目

等，正体现了“破冰之乐”“破冰之难”和“破冰之

效”。

二、采访挖得深，重大选题多角度呈现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大力推进

投融资体制改革，基础设施建设PPP模式是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的具体实践，但“铁老大”领域的这

项改革遭遇重重挑战，一度是被视作最难啃的

“硬骨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全国首条民营

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的通车运营，意味着全国

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在浙江的率先破题，改革示

范意义重大，也印证了浙江改革先锋的风采。而

消息类新闻的价值，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立意。立

意比较肤浅，往往作品也难以高质量呈现，反之，

新闻作品的质量也会有明显提升。如何通过我

们的报道完整准确又言简意赅地提炼浙江的改

革经验，是主创团队在采制过程中始终在思考的

问题。

对重大主题的新闻报道，不能仅凭一家之

消息类电视新闻创作的消息类电视新闻创作的““繁繁””与与““简简””
——以第三十三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作品

《铁路投融资体制破冰 全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通车运营》为例

周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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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优实践

言，要保持理性思考，多方求证。主创团队在该

片采制过程中，注重采访对象的“立体感”，强调

独特视角，对于阐述改革攻坚的效果，除了采访

常规的改革操刀者外，还力求让改革参与者、见

证者，甚至是改革对立者都能有效发声，多角度

地呈现改革历程。在这则报道中，有民营企业谈

到了参与改革的初衷，也有主管部门讲述了改革

路径，央企谈到了改革带来的触动，中国 PPP基

金阐述了改革意义。纵观全片，通过这样“立体

式”的采访，从实践出发讲述改革之变，完整展现

了改革路线图，让改革更具象，让报道更鲜活，也

让传播更有力。

三、善用电视语言，精心“烹制”视听元素

对电视新闻来说，新闻画面兼具明显的劣势

和优势。劣势体现在深度新闻报道，有些现场事

过境迁，已经无法再现。优势则在于，画面凸显

现场感，具备声画并茂、视听兼备等传播优势。

因此，在消息类电视新闻采编过程中，需要有意

规避短板，放大长板，有效增强新闻作品的传播

力、引导力和公信力。杭台铁路通车时，正值新

冠疫情爆发，相关防疫要求给新闻采访尤其是现

场事件类的采访工作带来了巨大挑战。对此，主

创团队进行了精心准备，通过记者现场出镜引

导，再发挥电视语言特色，制作出三屏特效，最大

程度还原了相隔上百公里外的杭州、绍兴、台州

三地的“发车这一刻”，让观众都能通过荧屏一体

式见证。

除此之外，主创团队还在报道中制作了多个

三维动画和一段时间轴特效，分别对应补充杭台

铁路的基本信息和杭台铁路 PPP模式的发展脉

络，在有限的报道时长中，丰富信息量。以改革

时间轴为例，全长仅 15秒钟左右，四屏字幕分别

展示了从 2017年—2021年，杭台高铁建设的四

个关键节点，其中既有开工、验收这样的重大施

工节点，也有创新投资主体、配套系列金融改革

等关键领域的改革事件。然后通过画面与解说

词有效配合，丰满了改革攻坚的事实内容，让观

众能在较短的时间里，对 8年改革破冰的历程更

为可感。

图示《铁路投融资体制破冰 全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通车运营》中部分独家采访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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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两点启示

（一）同题作文要做出核心竞争力

对杭台高铁通车这样的重磅新闻，受到从

中央到地方各级媒体的高度关注，网络、电视、

广播、报纸等新闻媒体同台竞技，同题作文的

考验性更强，需要从前期策划就充分考虑每一

处细节。比如，各家都会想到，杭台高铁实现

了民营控股铁路的“先河”，但在实操阶段，如

何不局限于两句简单表态，更好挖掘改革的重

大意义，需要花费不少心思。做片子的人都有

这样的感受，但凡涉及改革的报道，采访往往

很难，有的难在改革内容很抽象，也有的难在

核心采访对象不愿发声。在这则报道中，主创

团队也遇到了相同问题，短短 3-4分钟，很难

深入把握好对改革的理解，这就要求记者一方

面靠平日积累，一方面要找准改革中的人物故

事与合适的角度。通过反复挖掘和精选，成片

中共出现 8位采访对象，其中，来自省发改委、

中铁建项目部、省发规院铁路所、中国 PPP基

金等单位和机构的采访，都是全网独家。通过

这些核心对象的采访和故事，阐述报道主旨，

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再加上报道中有央

企在这轮合作中从民企身上学到什么的角度，

也比较新颖。对比同城媒体大都采用新闻背

景介绍等方式报道这则新闻，《浙江新闻联播》

中的同题作文，显得更有深度、说服力和思考

性。

（二） 关注“首个”概念 消息采编与现

场有机结合

从各级新闻奖项消息类作品评比中，“首

个”“首次”“首位”等概念，往往能够收获更多

的关注度，也更有创优的卖相和空间。归根结

底，能否快速地找到独到的“首字”号角度，考

验记者是否常怀创优意识，是否具有敏锐的新

闻敏感性。从每天发生在各条线工作的动态

中，及时发现这些“首字号”重大新闻线索，并

能由表及里梳理背后逻辑和示范意义，这对于

新闻记者提高业务能力至关重要，也是创优的

一件利器。但在实际操作中，需要采编人员注

意的是，“首个”概念不能盲从，需要经过仔细

求证确保准确性，否则，会影响新闻的基本事

实，出现最明显的“污点”。当然，有了“首字”

号的助力，再加上新闻现场的鲜活呈现，消息

类作品往往能够出彩。

在这次杭台铁路新闻采制过程中，主创团

队还对此进行过盘点。受疫情等因素限制，高

铁通车的现场显得有些单调和零碎，给采编工

作也带来更大挑战。比如，片中列车通车的现

场以及相关人物采访略显生硬，在穿插改革背

景时，缺少有血有肉亦或是吸睛细节的展示，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报道的可看性，希望在今后

的报道中能够进一步研究和提升。

总之，要做出一条优秀的消息类新闻作品

是一门综合性的学问，是对媒体记者从策划、

执行，到制作、分发等多方面能力的综合考量。

作为一线采编人员，只有在平时多锤炼脚力、

眼力、脑力、笔力，多积累多学习，才能在遇到

好的创作题材时游刃有余，真正创作出符合时

代要求的好作品。

（作者单位：浙江广电集团融媒体新闻中心）

图示《铁路投融资体制破冰 全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通车运营》中部分视频特效画面

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