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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优实践

各种技术，增强运用媒体矩阵服务基层党建工作

的能力，使各种媒体成为传播党的声音的重要窗

口和加强基层党建工作的新载体。但我们要认识

到社会技术还在以奔流不息的速度变革，倒逼着

矩阵传播模式的不断更新。作为媒体人要始终走

在发展前列，保持自我革命的精神。

首先，明晰运营理念和定位，避免采用统一

的传播策略，导致传播内容的同质化。在采编过

程中摒弃统一的信息产制，严防只做简单修改，

就在各新媒体平台进行推送的方式。要从横向和

纵向角度，摸清各个传播渠道的特点，差异化定

位矩阵中的每个平台。

其次，平台发展统一规划，传播渠道切勿贪

多、全。虽然媒体矩阵格局下涵盖的传播渠道越

多，就可以获取更多用户，但如果缺乏统一筹划

的话，各平台之间、平台与用户之间就会缺少互

动，导致传播渠道的孤立，协同效应难以发挥，

影响传播效果的实现。因此，要整体把握各平台

的发展方向。同时，还要注意没有一劳永逸的矩

阵，也没有永远成功的矩阵。要健全常态退出机

制，定期排序入驻矩阵的媒体平台，对更新慢、

受众少、传播效果不理想的传播方式进行清除，

积极吸纳优质平台入驻，保证新鲜血液的注入，

提升矩阵的整体水平。

再次，强化用户的行为习惯和属性的模拟，

完善内容产品建设。作为党建工作宣传媒体，

亮点在于权威，力量来自公信。因此，平台传

播的内容要有泥土气息，但不能太过娱乐化。

这就需要从用户的行为事件、行为习惯、用户

画像等对党建工作宣传矩阵中传播工具使用对

象的深刻分析，在此基础上挖掘和拓展各类党

建信息，生产出更加符合受众口味的内容产品，

从而避免以往“公文”式的信息传递方式。当

矩阵中的个体越像真实用户，说明矩阵创造得

越成功。

（作者单位：衢州市新闻传媒中心）

摘要：在我们周边往往会存在一些新闻“富

矿”，因其自身特殊性和重要性，具有极高的社

会价值，持续深挖下去，开挖得好，就能成为精

品创优的“蓝筹股”。本文以嘉兴市广播电视台

2021年度获得浙江新闻奖一等奖、二等奖的两

件作品为例，浅谈遇到新闻“富矿”，如何一挖

到底，开掘“新闻眼”，激活创优源头活水。

关键词：新闻“富矿” 深挖 新闻眼

创优

2021 年浙江新闻奖参评作品中，由嘉兴市

广播电视台报送的《今天起延长服役20年 “国

之光荣”秦山核电再创“零的突破”》荣获浙江

新闻奖广播消息类一等奖，《就在今天！全国首

个南方集中供暖城市来了，还是零碳的！》荣获

浙江新闻奖新媒体类文字消息类二等奖。这两则

消息在同一年的新闻奖评选中获奖，其共性在于

新闻源头都来自位于嘉兴市海盐县的秦山核电

站。这个中国首座自主设计、建造、调试、运营

的核电站，一直站在媒体聚光灯下，在不断实现

自主创新的道路上，成了传媒人眼中的一座新闻

“富矿”。如何利用好身边这样的新闻“富矿”，

把资源优势转化为新闻创优的优势，笔者认为，

需要善于发掘“富矿”，持续跟进，深度策划，

创新立意，从“富矿”中不断挖掘新的价值，方

能产出精品力作。

深挖新闻深挖新闻““富矿富矿”” 激活创优活水激活创优活水
沈 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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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优实践

一、新闻富矿具有哪些特质？

富矿指的是具有较高经济效益的矿石。挖

掘到富矿，利用好富矿，就能产出精品，创造

较高的经济价值。新闻“富矿”也一样，它藏

于基层，因其特殊性和重要性，广受社会关注，

具有较高的社会价值，挖得好，就能衍生出更

大的新闻价值，成为历年新闻奖获奖作品中的

“常客”。

以秦山核电站为例，作为我国自行设计、

建造和运营管理的第一座30万千瓦压水堆核电

站，自1991年12月15号成功并网发电，使中

国大陆实现核电“零的突破”以来，因其举世

瞩目的成就，此后的30年间，始终备受媒体关

注，从央媒、省级媒体，到市县级媒体，纷纷

竞相报道，镜头、笔触等记录下它无数个闪亮

的瞬间。它的每一项科技进步，每一步重大跨

越，都能在社会上产生重大且深远的影响，并

让国人一步步见证中国核电从跟跑到并跑再到

领跑的跨越。正是这样一家对我国核电事业发

展意义非凡，有着特殊贡献的企业，“与生俱

来”具备新闻“富矿”的特质和生产重大新闻

的潜质。

纵观近两年来浙江新闻奖高奖作品，很多

作品中的“主角”，也都像秦山核电一样，本身

就是“富矿体”，诸如宁波舟山港、大系特展、

乌镇峰会、南湖红船等一系列具有特殊标识性

的载体，都跟秦山核电一样，频频出现在获奖

名单中。当这些“富矿体”遇到一些具有时效

性的重要事件，就能激起化学反应，深挖下去，

总能触及当下“社会热点“”舆论焦点”，获得

受众普遍关注，在社会上产生重大影响。

二、遇到新闻“富矿”如何深挖？

遇到新闻“富矿”，对记者来说是一件眼前

一亮、心头一热的事情。但能不能从“富矿”

中挖出好料子，淬炼出“真金”，考验的就是记

者的“四力”。面对秦山核电站这类“天生”的

新闻“富矿”，如何在媒体激烈竞争的大环境

下，开掘新价值，记者主要通过分步走，强

“四力”、铸精品、产佳作。

（一）持续跟进，及时掌握第一手信息源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第

一手信息对于生产创优作品来说至关重要。掌

握了信息源，就有了充分的准备时间提前谋划

甚至提前介入。2021年，嘉兴市广播电视台与

海盐县合作成立融媒协作中心，记者下沉海盐

驻点采访，使我们有更多机会深耕县域，上接

天线，下接地气。近几年的创优佳品，很多题

材也往往取自县域。开展市县融媒协作，无疑

让我们有机会开拓一线“朋友圈”，将第一手信

息收入囊中。

在海盐县委宣传部和海盐县传媒中心的牵

线搭桥下，嘉兴市广播电视台海盐融媒协作中

心与秦山核电站迅速建立起顺畅的通联机制，

日常派专职记者互通有无，一旦企业有重大新

闻事件要发布，重要活动要举办，记者都能提

前掌握到信息源。以上两件创优作品的信息源，

也都由此而来。

（二） 找准切入点，紧盯关键点，提前谋

划介入

记者获取第一手信息源后，守株待兔、坐

靠等要是万万不能的，必须在前期充分沟通的

基础上，找准新闻眼，集中精力进行开掘。新

闻眼是否显著和亮眼，直接关系到作品的深浅

高低与得失成败。

以 《今天起延长服役 20 年 “国之光荣”

秦山核电再创“零的突破”》这件一等奖作品

为例。这则消息的源头来自于秦山核电将举行

安全发电30周年庆这样一则活动通知。从活动

本身各项议程安排来看，并没有十分特别之处，

从新闻创优角度而言，也缺乏独特性。但记者

本能地克服先入为主的思想约束，通过深入了

解，发现30周年节点背后，却有着不一样的意

义——原来秦山核电一期机组的使用寿命恰好

也是30年，原本到了退役年纪的机组，却通过

近年来不断的技术革新，重新通过了国家能源

局的各项检测，符合延长服役的各项标准。30

周年这个节点被赋予了全新的内涵，这也是秦

山核电延长服役20年的崭新起点，秦山核电也

将由此成为中国大陆首座实现延长服役的核电

站，再创“零的突破”。对中国核电来说，这是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当记者跳出新闻事件

本身，挖掘到这个新闻眼之后，瞬间眼前就亮

了，吃“新闻饭”多年积累起来的新闻敏感告

诉笔者，挖到“富矿”中的珍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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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篇作品的挖掘路径相仿，《就在今天！

全国首个南方集中供暖城市来了，还是零碳的！》

这件二等奖作品，也是记者在获得第一手信息源

之后，跳出传统思维，断然舍弃了秦山核电核能

供热示范工程一期投运仪式的传统活动报道，精

心筛选角度，找准最有新闻价值的部分，即南方

城市可实现集中供暖这一新闻眼，通过以小见大

的方式，从受益群众体验感切入，直观生动、深

刻反映核能供热示范工程投运后的效果，会更有

说服力；然后从案例引申到南方城市集中供暖困

局，如何在嘉兴海盐实现破冰，秦山核电如何利

用核能供暖技术，让南方人实现“供暖自由”，

通过这样由点及面，层层递进，有故事，有人

物，有深度，有看点，一下子就能抓人眼球，使

文章跳脱出来，赢得情感共鸣。该作品在新媒体

平台首发后，点击量快速突破10万+。

正如著名新闻记者、经济日报社原总编辑艾

丰在《新闻采访概论》一书中提到：“有经验的

记者确定选题时就像那些老狐狸在寻找食物。当

他们发现一块可以吃的东西的时候，并不是不顾

一切地猛扑过去，而是围着食物转来转去，直到

一切疑团都解除了，它才放心地享受这顿美

餐。”①这也告诉我们，新闻线索有了并不等于新

闻眼就找到了。新闻眼往往是从大量的新闻线索

中挖掘筛选出来的，只有视角选得好，才能真正

在“富矿”中挖到宝藏。

（三） 找准切入点，紧盯不放，集中力量将

富矿“吃干榨尽”

为了获取第一手原材料，丰满新闻眼，记者

前后通过各种渠道，提前联系到重量级人物，比

如《今天起延长服役20年 “国之光荣”秦山核

电再创“零的突破”》作品中的秦山核电原总经

理姚启明、原厂长于洪福等多位老一辈的核电功

勋人物，以及秦山核电现任一把手——党委书

记、董事长黄潜等，而作品中的国家能源局副局

长、浙江省能源局局长等人物通常都是央媒、省

媒的常客，作为地市级媒体，如果没有提前邀

约，仅凭现场去找，就想一次性采访到的可能性

极低。通过锲而不舍的多轮沟通，提交采访提

纲、过审，记者最终以满满诚意打动了这些“大

人物”，大部分实现活动现场点对点独家采访。

有了第一现场的切入，加上重量级事件和重量级

人物的助攻，报道的立意瞬间就以肉眼可见的速

度丰满起来，且有别于传统就事论事的活动报

道，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新。正是因为跳出活

动本身，提炼出背后的新闻价值，透过纷繁复杂

的表象抓住事件的本质，才实现了报道的立意创

新和价值提升，使得报道有新意，有看头，有共

鸣。采访结束后，记者快速出稿，新媒体、电

视、广播消息，均在当天第一时间刊发，并被国

内各大媒体转载，央视各频道也于当晚播出。

由此可见，当遇到新闻“富矿”后，只有做

足功课，细细揣摩，跳出固有思维，寻对方法和

路径，一追到底，才能有的放矢，挖到优质矿

产。如果毫无准备盲目开挖，或者眉毛胡子一把

抓，则很可能挖到的都只是废料和边角料，好料

子却就此擦肩而过，再无回旋余地。

三、结语

综上所述，从秦山核电站这座新闻“富矿”

中深挖出的两件创优作品，给笔者带来的启示

是，遇到“富矿”一定要用足用好。再好的一座

矿山，没有好的开采能力，也没有办法从中获取

珍宝美玉。在面对“富矿”的时候，需要最大限

度利用好身边可调动的资源，第一时间获取信息

源，前期早介入，深挖新闻眼，把实用的信息源

都挖掘出来，同时深入钻研，透过现象看本质，

跳出肉眼可见的新闻事件，挖掘背后的重大意

义。试想记者当时如果也是简单随大流，单纯采

写秦山核电安全发电30周年、核能供热示范工

程一期投运两条传统的活动报道，而没有提前深

挖事件背后的新闻眼，就没有现在这两件获奖作

品了。因此，遇到“富矿”，少不了新颖独特的

立意、周密细致的谋划和扎实有力的采写。精品

创优工程无论何时都得动真刀真枪，“内容为王”

的根本不会变，只有稳扎稳打，勤学、勤思、勤

实践，深度挖掘，才能使“富矿”不断产生源头

活水。除此，则别无其他捷径可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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